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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寿保险公司数据的 SPSS 软件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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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与保费是否有显著性差异进行特征分析，运用 SPSS分析软件中的单因素方差
分析的方法进行验证，结合统计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证明两者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年龄在 18-34岁的保费是
偏高于其余年龄段的，年龄在 60岁以上的保费是偏低于其余年龄段，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合理的解释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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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如今中国老龄化、大病重疾、天灾人祸轮番上演

的情况越来越多，我们的政府逐渐意识到单靠社保无法
实现老有所养，单靠医保无法保证病有所医，单靠工伤
保险无法保证意外之后有所依靠。只有依靠商业保险，
才能用极微小的代价换来最及时有效的回报。随着中国
人民生活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
户，伴随中国保险发展的几十年，人们的保险意识正不
断提高，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保险的重要性，并且主
动去了解保险、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保险产品。特别是
人们对于自身健康以及财产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加，保
险行业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时代 [1]。本文利用
SPSS软件对一份包含90万条数据的新投保数据做分析。
结合分析出的结果，可以为保险公司和客户提供准确的
参考数据，保险公司为了寻求更长远的发展，精准对客
户进行定位分析，所以要分析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提
供更符合客户期望的保险产品。而客户也能通过分析得
出的结果，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保
险产品。所以对于新投保数据进行分析有极大的价值。

2 数据准备及清洗
2.1 数据来源说明

数据来源于四川人寿保险公司的新投保数据。分别
记录了机构、险种、投保时间、缴费、缴费期限、投保
份数、总保费、保额、客户号、性别、年龄、婚姻、过
去三年平均年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口共计 16
个字段，总共 90 万条数据，因为数据量特别的庞大，
所以需要用到专门的数据分析软件 SPSS 来进行分析。
2.2 数据清洗

由于新投保的 90 万条数据集包含大量的数据，可
能会有一定的脏数据会对我们的分析研究结果产生一
定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做数据清洗。数据清洗的目的
在于删除重复值、纠正现有的错误，提供一致的结构化

数据，以保证数据的正确和整洁。因而我们通过运用
Excel 工具的定位条件判断是否有空值并进行删除。通
过对年龄进行升序排序，运用高级筛选功能对每一列的
数据进行查看，查找出不合理的数据值做删除处理，例
如年龄为 1 岁、婴幼儿、年收入却为 30000 元，对于教
育程度都是无，家庭人口都是 0 的情况，我们将这两列
没有意义的数据删除。通过简单的数据清洗后可以从数
据中提取出更有价值的信息。

3 不同年龄保额特征分析
3.1 探究分析的前提条件

在具体的分析试验中，我们针对要考察的指标将
其称为试验数据指标，对于影响试验数据指标的某个条
件称为因素，把因素所处的状态称为发展水平，若在分
析试验中只有这样一个重要因素改变则称为单因素分析
试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被用来检验多重平均数之间是否
存在差异，通过对数据变异的分析来推断两个或多个样
本均数所代表的总体均数是否有差别的一种统计推断方
法。通俗易懂的来讲，就是用来检验同一个影响因素的
不同水平对变量是否有影响的一种方法。因为单因素进
行方差分析是判断结果是否有显著性影响的一种发展统
计数据分析的方法，即这种方法对于研究不同年龄段对
于保额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具有良好的判断效果 [2]。具体
前提是每个样本必须是独立的随机样本，即样本之间不
会相互影响，每个样本来自正态分布总体；而总体方差
相等，即方差是齐次的。本文探索的是不同年龄阶段对
于保费是否有显著性差异，由于年龄阶段都是独立的样
本，且不会相互影响，每个样本都来自正态分布总体，
方差相等，综上满足上述条件，所以本文将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3.2 分析操作过程

本文研究不同年龄与保额是否有显著性差异：首先
对年龄、保额进行描述统计，发现年龄跨度比较大，如
果对每一个年龄均进行分析，那么数据量太大，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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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得出想要研究的结果。因此需要对年龄进行分段
处理。分段依据为：18 岁以下为一组，18-34 岁为一组，
35-59 岁为一组，60 岁以上为一组。

基于分析目录下比较平均值选择单因素方差分析：
将保额设置为因变量列表，把年龄设置为因子。并且在
事后比较中的假定等方差一栏勾选 LSD，在不假定等方
差一栏勾选塔姆黑尼 T2，在原假设检验一栏勾选使用与
选项中的设置相同的显著性水平。在选项中的统计一栏
勾选方差齐次性检验，在缺失值一栏勾选按具体分析排
除个案，并将置信区间设置为 0.95，在对比栏中将其系
数分别设置为 1 -1 -1 -1。
3.3 统计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操作后我们得到分析后的方差齐次性检验
的结果如下图 1：

图 1（方差齐性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方差齐性检验”对检测样本中年龄与保
额是否有显著性差异进行验证。该检验的原假设是年龄
与保额有显著性差异。当所在总体的方差相等，在显著
性差异水平取 0.05 时，若得到的显著性分析结果大于显
著性影响水平，则接受原假设，反之则拒绝原假设 [3]。
一般而言，我们进行方差分析的数据均应当满足方差齐
性假设，即年龄与保额之间存在差异显著性的值，且该
值要大于 0.05 方可进行 LSD 的分析，但由于我们的数
据量有 90 多万条，结合图 1 的结果我们发现：本次齐
性检验的结果为 0.000，小于 0.05（置信度为 95%），
方差不具有齐次性，所以不能参考 LSD 的结果，应当以
采用塔姆黑尼 T2 的结果为准。

综上结合分析出来的结果，我们发现方差不具有齐
次性，所以我们要拒绝原假设，在事后检验多重性比较
的图中我们要选择塔姆黑尼 T2 作为我们的判断参考依
据，通过分析得出塔姆黑尼 T2 的数据分析结果如下图 2：

图 2（多重比较结果）

我们对以上图 2 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在组 1 中，
在年龄组 2 的显著性值小于 0.05，说明有显著性差异，
以组 1 和组 2 的平均值差值为负数举例，说明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保额水平低于年龄在 18-34 岁之间的保额水平。
在组 2 中，组 1，3，4 的显著性值都小于 0.05，说明有
显著性差异，且组 2 与其他几个组的平均值差值的结果
最后都为正数，说明组 2 的保额水高于年龄组 1，3，4。
即年龄在 18-34 岁的保额水平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保额
水平。在年龄组 3 中，组 2、4 的显著性值均小于 0.05，
有显著性差异。通过查看平均差值得到，组 3 大于组 4、
小于组 2。即说明了年龄组在 35-59 岁的保额水平高于
年龄 60 岁以上的，小于 18-34 岁的保额水平。同理可得，
在年龄组 4 中，组 2、3 的显著性值都小于 0.05，说明
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年龄高于 60 岁以上的保额水平低
于年龄段在 18-34 岁、35-59 岁的。综上所述，根据划
分的年龄段来看，年龄在 18-34 岁的保费是偏高于其余
年龄段的，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保费是偏低于其余年龄
段的。

4 结论
通过研究使用单因素进行方差分析的方法来探究：

年龄与保额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文总结出了相
应的结论以及合理的建议。统计数据分析在各学科中都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要进行正确的数据分析，
在分析前必须要构建出正确的统计分析思想 [4]。方差分
析是对检验数据进行分析，检验方差相等的多个正态总
体的均值是否相等，进一步判断各因素对试验指标的影
响是否明显，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可以区分出
在不同的试验条件下，是否是影响试验结果的显著性因
素，通过进一步的两两比较可以区分出不同实验条件间
彼此的差异情况。 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不同年龄段
的保额水平有显著性差异，年龄在 18-34 岁的保费是偏
高于其余年龄段的，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保费是偏低于
其余年龄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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