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險的儲蓄功能 
在市場利息低企的年代，不少客戶想以儲蓄來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能夠達到保障當然

最好，金額少一點其實也無妨。其實，年金類產品就符合這一類人士的需求。由於現今每個

人的平均壽命都較高，之前的計劃未必能滿足日後的需求。而高儲蓄成份的人壽，一方面可

以多儲點錢，作為最後一度防禦網。另外，萬一過世了，也能給至親一些關懷，但是銀碼未

必需要很大。畢竟保險是維持現有的生活，而不是改善生活。 
 
 
保單分紅方式 
 

儲蓄保險的回報，一般來自於保單分紅，那保單分紅是什麽？具體又是怎麼計算的呢？保

單上的紅利來自於壽險公司每個會計年度結束後經營分紅保單可分配紅利盈餘的一定比 
 

例，一般超過 70%。而紅利主要來自於保費的定價因子：利差、死差和費用差。具體而言，

就是包括了計劃全年的賠償額、退保情況、行政開支和投資收益等。而紅利的運用方式主要

有四種，包括了現金給付、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抵繳應繳保費和儲存生息。而客戶就應該根

據自己的現金支出需要，選擇合適的產品，讓保險最大限度滿足自己的需求。另外，保險紅

利也分為保證紅利和非保證紅利。作為理財顧問，在這兩個類別方面就需要明確指出這兩方

面的區別。後面，我們也會討論非保證紅利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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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的投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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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保戶 

 

想瞭解保險的非保證紅利，就需要瞭解保險公司的投資方式。當然，保險公司在定價中

的預訂利率、預訂死亡率和預訂費用率均較為保守，這方面可能構成保險的收益之一。但是，

最主要的收益還是源自於保費的投資。保險公司在保費中提取責任準備金之後，就會利用餘

下的資金進行各項投資。最為保險的當然是購買折現發行的政府債券，由於政府債券期限較

長，同時與賠付金額的幣種一致，所以經常作為保證紅利的來源。而非保證紅利的來源則主

要來自一些股票的投資。聽到股票投資，客戶不免認為股票的風險太高，很容易招致損失。

其實不然，保險公司投資股票並不會像小投資者炒股一樣出出入入，而是專注投資於一些藍

籌股，當中很多是公用股，以長線收息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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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公司的回報 
 

關注儲蓄的客戶自然比較關注儲蓄保險的回報率。但是，客戶通常會問如何瞭解不同公

司之間的回報的差異呢？因為不同公司的保費不同，繳費期限又不同。那麼如何比較不同計

劃，以致不同保險公司同一類型產品的回報呢？對於一般人來說，比較兩個保險計劃的回報，

的確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有不同的衡量方法來判斷比較。 

還本期 
 

還本期是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還本期的內容在於確定收支平衡的瞬間。主要分為兩種，

一是計算保證現金價值首次大於所繳保費的時間點。二是計算非保證現金價值首次大於所繳保費

的時間點。前者主要反映了可以保證的絕對回報，而後者則反映未來增長可能的潛力。 

內部收益率 
內部收益率是有一個專業的概念，稱為 IRR。IRR 是其中一種計算投資回報的方法，好處是不

論你每次付多少保費，又不介意你什麽時候保費。如果 IRR 為 5%，那麼你的付出將會等 
 

同於是 5%的複式回報。 
 

某公司計劃書 
 
 
 
 
 
 
 
 
 
 
 
 
 
 
 
 
 
 
 
 
 
 

 

在購買儲蓄保單之前，理財顧問通常會提供一份計劃書，其中有一個利益總結表。上表 
 

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發現在第 10 年中現金價值（416,231）就已經超過了累計保費 
 

（381,319），這表明在 10 年時收支平衡。但是，客戶也應該注意這是基於一個利率假設中

的，而上表的假設為 4.75%。根據上表 20 年測算，IRR 為 4.06%。現在，不少網址有內部收益

率的計算器，客戶可以自行計算，也可以透過理財顧問具體演示，比較不同保險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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