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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为了规范保险混合合同分拆、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保险合同准 

备金计量等问题，现就有关会计处理规定如下： 

一、保险混合合同分拆 

（一）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使保险人既承担保险风险 

又承担其他风险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1.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能够区分，并且能够单独计量 

的，应当将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进行分拆。保险风险部 

分，确定为保险合同；其他风险部分，不确定为保险合同。 

2．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者虽能够区 

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如果保险风险重大，应当将整个合同确定 

为保险合同；如果保险风险不重大，不应当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 

合同。

（二）确定为保险合同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 26号——再保险合同》 

等进行处理；不确定为保险合同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 

工具列报》等进行处理。 

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一）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需要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合 

同，应当在合同初始确认日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保险人应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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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合同为基础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不同合同的保险风险同质 

的，可以按合同组合为基础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可能导致保险人支付 

重大附加利益的，即认定该保险风险重大，但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除 

外。合同的签发对交易双方的经济利益没有可辨认的影响的，表明 

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不具有商业实质。附加利益，是指保险 

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支付额，超过不发生保险事故时的支付额的 

金额。

（二）保险人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有关的下 

列信息： 

1.重大保险风险的测试方法和标准； 

2.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中合同的分组标准和选取方法； 

3.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假设的设定依据。 

经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后，未确认为保险合同的重大合同，应 

当披露其交易金额、保险责任、保险期间等信息。 

三、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 

保险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如实反映 

保险合同负债。寿险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 

康险责任准备金，分别由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组 

成。非寿险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 

金。 

（一）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基本要求 

1.保险人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应当将单项保险合同作为 

一个计量单元，也可以将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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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计量单元。计量单元的确定标准应当在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 

2.保险合同准备金应当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 

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 

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 

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保险人为履行保险合同相 

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1）根据保险合同承 

诺的保证利益，包括死亡给付、残疾给付、疾病给付、生存给付、 

满期给付等；（2）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包 

括保单红利给付等；（3）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 

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 

指保险人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 

和其他收费。 

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可 

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 

确定。

3.保险人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应当考虑边际因素，并单 

独计量。保险人应当在保险期间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 

际计入当期损益。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应当确认首日利得，发生首日 

损失的，应当予以确认并计入当期损益。 

4.保险人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应当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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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应当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 

现。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 

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不得锁定。 

5.原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和与其相关的再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应当 

分别估计，并应当将从再保险分入人摊回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确认为 

资产。

6.保险人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不得计提以平滑收益为目 

的的巨灾准备金、平衡准备金、平滑准备金等。 

（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量假设和期间 

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假设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 

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1）对于未来保险利益不受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影响的保 

险合同，用于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折现率，应当根据与负债现 

金流出期限和风险相当的市场利率确定；对于未来保险利益随对应 

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变化的保险合同，用于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 

折现率，应当根据对应资产组合预期产生的未来投资收益率确定。 

（2）保险人应当根据实际经验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确定 

合理估计值，作为保险事故发生率假设，如死亡发生率、疾病发生 

率、伤残率等。 

（3）保险人应当根据实际经验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确定 

合理估计值，作为退保率假设。 

（4）保险人应当根据费用分析结果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 

确定合理估计值，作为费用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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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费用水平对通货膨胀反应敏感的，保险人在确定费用假设 

时应当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保险人确定的通货膨胀率假设， 

应当与确定折现率假设时采用的通货膨胀率假设保持一致。 

（5）保险人应当根据分红保险账户的预期投资收益率、管理 

层的红利政策、保单持有人的合理预期等因素，确定合理估计值， 

作为保单红利假设。 

2.保险人在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预测未来净现金流出的 

期间为整个保险期间。对于包含可续保选择权的保险合同，如果保 

单持有人很可能执行续保选择权并且保险人不具有重新厘定保险费 

的权利，保险人应当将预测期间延长至续保选择权终止的期间。 

（三）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计量方法 

1.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 

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等。 

2.保险人应当采用逐案估损法、案均赔款法等方法，以最终赔 

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 

3.保险人应当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 

验数据等因素，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B－F法 

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 

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4.保险人应当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 

础，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 

（四）相关信息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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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有关的下列信 

息： 

1.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增减变动情况； 

2.考虑分出业务和不考虑分出业务的索赔进展情况； 

3.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方法、计量单元及其确定方法； 

4.预期未来现金流入和流出金额的组成内容和计量方法； 

5.保险合同准备金包含的边际的计量方法和计入当期损益的方 

法； 

6.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使用的重大假设及其来源，重大假设的 

敏感性分析，以及不同假设之间的关系； 

7.对重大假设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事项及其影响程度，以及重 

大假设确定过程中如何考虑过去经验和当前情况的描述； 

8.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使用的重大假设与可观察到的市场参数 

或其他公开信息的符合程度及其原因； 

9．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使用的方法和重大假设发生变更的， 

应当披露变更的事实、原因及其影响。 

四、新旧衔接 

保险公司应当自编制 2009 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始实施本规定。 

以前年度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应 

当进行追溯调整。但是，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