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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进了网络信息的传播与发展，并为

各行各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而如何科学有效获取信息数

据，并做好保护与利用工作，是当前众多保险公司亟待解决的问

题之一。以寿险业务为例，要想在激烈的保险竞争环境中占领先

机，促进寿险业务模式推陈出新，就要迎合大数据发展趋势，不

断改造与重塑寿险业务模式，凸显寿险业务价值，突破新时期寿

险业务同质化严重、个性化薄弱等发展难点。另外，在大数据的

支持作用下，保险公司能够准确分析客户信息与需求，进而为客

户推荐针对性较强的保险产品，同时，提高保险业务服务的标准，

在降低经营成本的基础上，提高客户群体体验感。

1 　大数据背景下寿险业务发展机遇

1.1不断拓宽行业发展空间

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推动各行各业高效高质发展的先决

条件，不断拓宽行业发展空间。以保险业务为例，以往可保

与不可保风险界限模糊不清，而应用大数据技术，就能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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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寿险业务作为保险公司众多业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保险公司未来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

与影响作用下，为寿险业务提供诸多发展机会，同时，也面临较大的冲击与挑战。而如何迎合大数据时代做好寿险业务的创新与营

销、保险数据的获取保存与利用，已经成为当前保险公司发展所密切关注的问题。文章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分析寿险业务发展机遇，

并从产品管理、销售管理、运营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寿险业务的应用，以期为寿险业务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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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any businesses of insurance companies,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companies. Under the support and influenc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t provides many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aces great shocks and challenges. How to cater to the era of big data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innovation

and marketing of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the acquisition,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surance data, has become the current issue closely concer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compani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and puts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 management, sales managem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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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可保与不可保风险的界限，促使传统不能承保的模式向可

保方向转变，以此拓宽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另外，利用互

联网开展寿险业务营销工作，能够深入挖掘潜在客户群体，了

解客户群体的产品需求，进而开展针对性的客户服务工作，确

保保险业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站稳脚跟。

1.2不断增强行业风险管理能力

在大数据技术的积极影响作用下，保险公司能够准确了解

客户群体需求，不断增强自身承保风险能力，增强自身理赔能

力，促进反欺诈能力的优化，全面提高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

力。从精算层面来讲，互联网技术拓宽了风险评估数据，提

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健全完善保险公司风险估算模型，以此

保障保险产品的精准定位。

1.3不断增强产品差异化竞争能力

随着保险公司寿险业务的蓬勃发展，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

爱与支持，而大数据技术的引入，能够全面且准确的分析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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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为模式，从多角度、全方面考虑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以

此为依据做好保险产品的创新工作，不断增强产品差异化竞

争力[ 1 ]。

1.4不断提高寿险业务的资金运用水平

借助大数据技术，可准确且精量计算保险公司承保损失，

进而制定科学精准的风险投资策略，不断提高保险公司的资产

负债管理能力，以促进寿险业务在资本市场中的蓬勃发展，切

实提高公司运营投资回报水平。

2 　大数据技术背景下寿险业务的实践应用

2.1产品管理

结合当前中国寿险市场发展情况来看，负债驱动已逐渐取

代资产驱动模式，未来很长一段发展时间内，中国寿险市场需

结合客户实际需求，提供个性化产品服务[2 ]。因此，能否开

发与客户需求相符的新型保险产品，已经成为当前保险公司发

展的核心所在。

2.1.1产品设计

传统以精算为核心的保险产品与客户个性化需求背道而驰，

为进一步增强客户体验感，要结合客户需求提供精确化保险产

品。而大数据技术对于保险产品方案的设计、内容的优化、价格

的拟定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来能够准确分析客户偏好，

并提供个性化产品和专业化服务；二来有助于节约产品开发时间

与设计成本，促进保险公司高效高质发展。传统保险产品开发周

期长，而且不能很好地符合客户需求，融入大数据技术后，既可

满足客户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又能为客户提供精准化服务[3]。

2.1.2产品定价

在大数据技术的广泛渗透作用下，增加了保险产品精准化

定价的可能。保险公司可利用大数据收集潜在客户基础信息，

其中主要包括年龄、投保情况、生活习惯等，设计针对性强

的保险产品组合方案，为不同客户匹配相应的保险产品，提供

差异化评价方案[4]。而大数据可提高寿险精算定价的多样化与

精准化，以意外保险为例，可根据客户出行目的提供差异化保

险产品与报价策略，同时，实时追踪客户出行情况，为客户

提供更为优质的保险增值服务。

2.2销售管理

销售是保险公司持续化经营之根本，实际销售情况直接影

响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在销售领域应用大数据技术，除明确

客户性别、年龄等基础信息外，还可准确分析客户所在地理位

置，进而开展精准化销售。另外，利用大数据挖掘客户相关

信息，以此为依据划分用户群体、构建客户画像，为用户推

荐个性化产品，提高客户与公司间的紧密度[5]。大数据在寿险

精准营销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通过建立

预测模型预测客户行为，更为精准的预测客户转化概率。其次，

通过分析客户偏好与兴趣，更为全面的了解客户群体需求，为不

同客户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最后，通过大数据判断并分析

客户的价值度，以便于对高价值客户展开个性化追踪，促进客

户的转化。在销售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精

准营销，与传统营销模式相比，大数据精准营销更具针对性和

有效性[ 6 ]。

利用大数据智能化分析客户的购买意愿，摸准市场销售导

向，进而实现寿险的精准营销。如30~45周岁的客户具有更为强

烈的购险意愿；女性和男性相比，购买保险的意愿更为强烈；近

一年内，有母婴消费需求的客户比普通用户更愿意购买保险。

2.3运营管理

大数据技术在保险运营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多集中在以下两方

面：一方面，核保处理。借助信息技术实现核保处理工作的自动

化发展，简化核保流程，可实现24小时制的自助核保，准确识别

高风险客户，避免恶意投保等现象的发生。另外，可帮助目标人

群节约大量的时间，以便于在短时间内完成核保工作，全面提高

核保效率[7]。大数据技术除能准确分析海量数据外，也能做好

标注预处理工作，并在核保模型构建过程中采用网格搜索、特征

分解、协同训练等诸多智能算法，全面优化核保模型结构，提高

模型的精准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理赔处理。如案件办理简单、

涉及额度小，就可采用大数据分析后台案件数据库，了解案件损

失及自动理赔规则，尽可能提高保险理赔效率，增强消费者的理

赔体验，以免出现重复劳动等现象。

2.4风险管理

随着大数据在保险领域的广泛应用，风险预警能力越发增

强，通过分析内外部数据对承保风险进行评估，更好地预判客户

有无逆向选择或恶意投保行为。全方位、多角度分析客户特征，

通过设置规则检验保险风险管理效果，准确识别高风险客户，切

实提高保险风险管理等级。另外，风险预警能够做到事前防范，

在第一时间发现公司内部的风险情况，进而采取行之有效的管控

措施。保险反欺诈过程中，可利用大数据技术识别新的欺诈风险，

并采取不同方法应对千变万化的欺诈手段[8]。

构建风险评估模型是开展保险风险预警工作的关键之举。一

旦客户申请理赔、承保等相关业务，均可事先评估与审核，对评价

结果进行量化，准确识别风险等级。信息技术的融入，整个风险评

估工作趋向于自动化发展，无需人员的过多干涉，大大提高风险评

估效率。此外，能够促进各项保险资源与数据的整合和优化，建立

较为全面的风险控制平台，增强寿险业务的风险管控能力。

3 　大数据技术在寿险业务中的未来应用发展趋势

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寿险业务中的不断普及与发展，使寿险

业务逐渐由传统模式向个性化、智能化方向过渡。结合当前寿

险业务发展情况来看，未来大数据的应用趋势逐渐向产品管

理、销售管理、运营管理、风险管理方面渗透。

3.1产品管理



    101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5)2022,12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3.1.1产品形态灵活化。大多数寿险公司越发倾向于按需型

产品的供应，通过细致化服务使传统客户享受个性化保险服

务，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能够简化保险产品、优化购买流

程，建立与客户需求相符的保险服务，在节本增效的基础上，

提高客户对保险服务的满意度。

3.1.2 产品设计个性化。大数据技术能够准确匹配客户需

求，并为寿险公司提供个性化保险设计方案，提高产品设计效

率，满足客户对多样化产品的需求，同时，保险定价越发倾

向于灵活性。寿险公司要想在激烈的价格竞争环境中站稳脚

跟，就要重视个性化增值服务的作用，以此增强客户购险体验

感，巩固寿险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9 ]。

3.2销售管理

3.2.1 销售渠道多样化。在大数据技术的引领下，为寿险

业务开辟更多的销售渠道，以便于在海量的用户群中筛选精准

客户，以稳定保险公司的经营收入。（2 ）销售流程高效化。

大数据技术是在传统技术基础上的进一步优化，能够更深层次

的挖掘客户需求，更深层次的与客户间交流互动，简化销售流

程，使销售过程更为直观的展现出来，提高销售效率。简单

的销售流程能够进一步增强客户体验感，降低同代理人的联系

频率，以起到节约服务成本的作用。大数据系统下的客户名单

与传统名单相比更具针对性，通过智能化分析能够准确找出潜

在客户，并对潜在客户的购买意愿进行分析，通过精准预测与

判断，生成与客户需求相符的销售策略[1 0 ]。

3.3运营管理

3.3.1 24小时客户服务。通过24小时自动化服务为客户提

供保险服务保障，增强客户体验感，大数据技术一改传统寿险公

司的互动方式，通过线上服务随时随地满足客户需求，不受时间

和地点的约束，全面凸显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2）双核流程提

速快捷。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核保核赔流程的智能化发展，减少

医学测试等一些不必要的审核流程，尽可能减少向客户询问问题

的数量，借助内外部数据生成精准客户风险头像，在准确判断客

户价值的同时，能够更好地预测客户风险，确保双核效率的全面

提升。核保核赔流程的优化，能从最大限度上缩短客户获保时

间，优化客户体验，降低承保风险。

3.4风险管理

3.4.1管控前优化。大数据技术在深度普及与发展的过程中，

除能够在短时间内预测风险的发生外，还能及时有效开展风险管

理工作，促进风险管控提前化。另外，借助先进设备对客户健康

情况予以实时监测，规避不良生活习惯，做好常见疾病的预防与

控制工作，降低保险公司赔付率。管理机制方面也要不断健全

和优化，以便于在短时间内发现防控内部的欺诈现象，有效制

止一系列误导消费等行为。（2）管控智能化。在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与进步的背景下，风险管控工作逐渐倾向于智能化发

展，不单单能够精准且有效的识别内部风险问题，而且能够在

大数据的帮助下，健全完善保险公司内部风险防控体系，以便

于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形式，帮助保险公司规避风

险，全面落实风险预防与控制工作。

4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寿险服务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社会发展需求，

在大数据背景下，寿险公司逐渐迈入转型阶段，促进大数据技术

与寿险业务的融合发展，充分彰显其在产品与销售管理等多个领

域的重要作用。未来保险公司要不断改革创新，通过自动化服务

提高现金流评估结果的准确度，高效高质落实寿险理赔服务。文

章首要分析大数据背景下保险行业发展机遇，并从产品管理、销

售管理、运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大数据技术在寿险业务

中的实践应用，最后阐述自动化技术在未来寿险行业的发展趋势，

希望能为推进寿险行业转型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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