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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人寿保险公司续保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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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保险行业因疫情发展受阻，但随着疫情的消退，保险行业整体的发展一直呈稳步发展。本文针对婚姻状

况与总保费之间的关系，总保费与年龄、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缴费期限、保额之间的关系，总保费和保额之间是否具有

相关性等问题，采用 SPSS和 Excel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续保相关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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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年保险行业因疫情发展受阻，但随着疫情的

消退，保险行业整体的发展一直呈稳步发展。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全文提及“保险”关键词

有 30余次，强调“深化保险公司改革，提高商业保险

保障能力”[1]。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增量市场，在发

达国家，保险市场已经处于缓慢发展或者基本饱和的状

态，而我国的保险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市场

仍将长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风险的产生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对此，保险作为管控

风险的重要手段，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后盾 [2]。

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后利用所学知识，在 SPSS和 Excel

中进行数据分析，从而得出保险行业及保险产品当前的

发展状况，进一步规划出之后的发展方向。主要采用

SPSS和 Excel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分析、相关

性分析、线性回归模型、和简单相关分析的方法对续保

相关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建议。

2 研究思路
首先对保险公司的续保数据进行数据清洗，从而

提高数据准确性主要是删去无效数据、会产生较大误差

的数据以及对数据分析没有意义的数据，针对不同险种

的变化对总保费的平均水平是否有显著性影响，婚姻状

况与总保费之间的关系，总保费与年龄、过去三年平均

年收入、缴费期限、保额之间的关系，总保费和保额是

否具有相关性等问题。通过 SPSS进行数据分析，主要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

归模型等方法对续保相关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根据相应

的结果得出具体的数据分析报告，并得出相关结论和提

出建议。

3 数据说明
3.1数据准备
数据来源于人寿保险公司的续保数据，记录了不

同机构不同险种的投保人信息。本数据共 218480行，

16列，18.2M。主要包括客户的基本信息：客户号、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教育程度，职

业，家庭人口以及购买保险的基本信息：机构、险种、

投保时间、投保时间、缴费方式、缴费期限、投保份数、

总保费、保额。其中代表婚姻状况的数据中 M指已婚，

S指未婚，D指离异，R指再婚，W指丧偶，X指未知。

3.2 数据清洗
将过去三年年收入为 0的数据进行删除。教育程

度和家庭人口数据是异常数据，没有显示正确的值，因

此将对数据分析无用的数据列进行删除，例如家庭人口、

机构、缴费方式、缴费期限、客户号、教育程度等。由

于险种分组过多，无法做出单因素方差分析，通过筛选、

替换和查找的方法对险种进行清洗，B开头的险种用 1

表示，S开头的险种用 2，Y开头的险种用 3，然后是 4

和 6开头的险种，得到 1,2,3,4,6，五个险种。其他险

种由于数据过少不具有普遍性，会影响后续的分析，因

此将这些数据删去。

4 数据分析
4.1分析不同险种的变化对总保费的平均水平是否

有显著性影响
首先在 SPSS中用描述统计功能对数据中的险种进

行频率分析，为后续的分析做准备。险种 1的续保率

最高，超过了 100%；险种 2的续保率不足 40%；险种 3

的续保率接近一半 50%；险种 4的续保率最低，只有大

约 0.4%；险种 6续保率也只有 2%左右；总续保率约为

24%。还可以得到险种 2 数量明显高于其它险种，所以

将险种 2分为一组，险种 1 3 4 6分为一组。对其进行

方差齐次性检验，其显著性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所

以方差不具有齐次性。对险种和总保费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其 ANOVA表如表一所示，多重比较表如图一所示

由表 1可知显著性 =0.000<0.05，df=4，至少有四

种险种具有显著差异，显著性（P）= 0.00<005，所以

险种 1对总保费的平均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四个险种是有

显著差异的。由图 1可知，因为方差不具有齐次性，所

以只看比较表的下半部分。险种 1与险种 4对总保费的

影响是没有显著差异的，其余险种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

险种 1显著高于险种 2 6，低于险种 3；险种 2显著高

于险种 6，低于险种 3 4；险种 3显著高于险种 4 6；

险种 4显著高于险种 6。最终得到险种对总保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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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种 3 > 险种 4 > 险种 1 > 险种 2 > 险种 6

表 1ANOVA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8.174E9 4 2.043E9 197.301 0.000

组内 1.596E12 154118 10356651.53

总数 1.604E12 154122

 

       

图 1

4.2分析婚姻状况与总保费之间的关系

首先进行方差齐次性检验，由方差齐次性检验可

知方差不具有齐次性。且由结果可得知离婚与结婚之间、

结婚与单身之间总保费金额有显著性差异。离婚人士和

单身人士的续保金额高于结婚人士。

选择分析栏中的描述统计中的探索分析，设置总

保费为因变量列表，婚姻状况为因子列表，设置平均值

的置信区间为 95%。由分析结果可知离异（D）人士的

总保费金额置信区间为 1031-1189，已婚（M）人士的

总保费金额置信区间为 885-912，未婚（S）人士的总

保费金额置信区间为 1031-1086，丧偶（W）人士的总

保费金额置信区间为 1010-1702，单身人士的续保率最

高，对保费的投资也相应较高。婚姻状态为丧偶的人群

方差最大，说明该类人群购买保险的能力参差不齐。

通过表 2比较均值栏中的均值，的出每种婚姻状

况下总保费的均值，可以分析得到：婚姻状态为未知的

人群购买保险的能力最强，平均数排在第一名，而婚姻

状态为已婚的人群购买保险的能力稍弱，中平均值排在

最后一名。

表 2均值

婚姻状况 总保费

D 1110.415149

M 898.756270

R 710.000000

S 1059.337522

W 1356.625193

X 1524.214267

总计 1045.304831

4.3分析总保费与年龄、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缴
费期限、保额之间的关系

先对总保费与年龄、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缴费

期限、保额做相关性分析，在 SPSS中采用相关性分析

的方法，由于它们都是刻度集数据，所以选择 Pearson

相关系数，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总保费与年龄、过

去三年平均年收入、缴费期限、保额的 sig(2-talled)

都小于 0.01,所以总保费与年龄、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

缴费期限、保额之间都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可以建立线

性回归模型。

采用 SPSS中的线性回归方法，确定因变量和自变

量，通过逐步的方法将变量放入模型，得出模型汇总表，

可以看出有 4个回归模型，通过 R方可以看出第 4个模

型拟合程度的最好，从图 2可以看出，sig都小于 0.05，

所以年龄、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缴费期限、保额能建

立线性回归模型且回归方程是显著的，选择第 4个模型。

得出回归方程 y（总保费）=1365.936+00.011*过去三

年平均年收入 +24.322*年龄 +0.051*保额 -137.54*缴

费期限

图 2系数

4.4分析总保费和保额是否具有相关性
由于保额和总保费都是刻度级数据，所以用

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由分析结果表 2可以看出

保额和总保费的相关系数为 0.281，结果具有两个 *号

表示保额与总保费之间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

行的 Sig结果为 0.000小于 0.01，所以拒绝原假设，

即保额和总保费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所以保额和总



2021【3 】2

ISSN:2661-3719(Print); 2661-3727 (Online) 113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

保费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 3相关性

总保费 保额

总保费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N

1

218478

.271

0.000

218478

保额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N

.271

.000

218478

1

218478

5 结论及建议
5.1结论
通过性关系分析得出保额和总保费之间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对不同险种的变化对总保费的平均水平是否

有显著性影响的分析得出任意两个险种对总保费的影响

都是有显著差异的，险种 2 3 4均显著高于险种 1，险

种 1显著高于险种 6。

通过分析婚姻状况与总保费之间的关系，得出婚

姻状态为未知的人群购买保险的能力最强，平均数排在

第一名，而婚姻状态为已婚的人群购买保险的能力稍弱，

中平均值排在最后一名。

离婚和结婚之间、结婚和单身之间总保费金额有

显著性差异。离婚人士和单身人士的续保金额高于结婚

人士。

通过分析总保费与年龄、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

缴费期限、保额之间的关系得出总保费与年龄、过去三

年平均年收入、缴费期限、保额之间都有显著的正相关

性 ,可以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最后得出线性回归模型为

y（总保费）=1365.936+00.011*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

+24.322*年龄 +0.051*保额 -137.54*缴费期限，总保

费都与投保人的年龄、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保额与缴

费数据之间有线性正相关性。总保费与保额之间也存在

线性正相关关系。

5.2建议
对于保险公司，通过结婚状况不同的人群与总保

额相关性分析，可以明确的判断出婚姻状态为未知的人

群是最为忠诚的。抓住这部分人群，就能够在稳住自己

的市场份额。续保时可以着重向单身人士介绍。单身人

士的续保率会较多且保费投资金额较多。对于保险的购

买人群，应对收入较低的人群或者收入下降的人群，加

大续保营销，从而获得更多的成交量。

续保目标也应放在收入高的人身上，因为他们有

稳定的工资，对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视程度更大

对于客户，应该慎重考虑后决定自己是否有必要

续保，续保后是否有能力继续承担后续的保费。在收入

可观的情况下，建议保值可适当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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