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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保险观察》期刊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大数据的一个大胆说法，即

由于信息的极大丰富和快速可得，知识将变得多余。我们认为，如果将知识理解

为统计相关的因果解释主体，这一说法的确是有一些道理的，尤其是在商业应

用领域。

不过，在我们看来，未来的因果解释仍将增强我们对于统计相关可靠性与稳定

性的信任。是否单纯信任相关性而无需因果解释，这成为一个需要权衡收益与

风险并具体分析的现实问题。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这类决策准则之前，我们首先

看看大数据是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的，而这场变迁已经在加速发生中。

跟随技术变革 

数字革命加快了始于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变革速度。也许有人以为，技术变革加

速将提高工作效率（例如航空旅行和电子邮件），人们因此可以获得更多闲暇时

间，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技术变革的加速一直赶不上社会变迁的加速。有

点矛盾的是，我们承受着时间压力不断增大之苦，反过来，这激发了技术创新和

创新加速的进一步提升（见图1）。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两者都形成了自我推进的

螺旋式加速。1

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的持续加速削弱了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与信心。换言之，为

了对可能的未来做出任何权威性的论断，我们能够利用的过去经验所处时间跨

度在持续缩短。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收缩（见图2）。2蓝色、红色和橙色矩形分别代表依时间顺

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在由传统主宰的前工业化社会，创新速度在较低水平

保持稳定（灰线A）。过去、现在与未来就生活状况而言或多或少都是相似的。因

此，为了对可能的未来做出任何权威性的论断，“现在”可以被理解为我们能够

利用的过去经验所处时间跨度，这一时间跨度包含所有三个矩形（A1到A2），创

新速度保持在可识别边际内。

大数据、大见解 – 给寿险公司带来什么？
Thomas Gehling 与 Bernhard Wolters, Gen Re, 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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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库具有一定（最低）规模。后者由两个要

素构成：每个时间单位（例如年）的数据量乘

以时间单位数量。

 • 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已确立的相关性将保持

稳定，不仅是在观察期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

种稳定状态将持续至未来一定时期。

社会变迁的加速逐渐动摇了第二个条件。因此，

有必要缩短观察期，结果是只有当每个时间单位

的可用数据量也相应增加时，统计意义才能保

持。而这种数据量从国家层级来看也许不再能

够实现。

大数据有可能为寿险公司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

使寿险公司能够发现新模式（相关性），这些新

模式是保障事件的有力预测因子或指标。7通过

我们的消费模式、健康档案和搜索引擎使用，可

用相关数据会越来越多。在不久的将来，寿险公

司不必再索取他们需要的信息（主要信息），例

如通过医学问卷的方式获取。取而代之的是，他

们将能够从客户的过去行为中推断这些信息，这

些信息将以数字化排放的形式充分可见（衍生信

息）。与这种新方式相联系的统计方法也以“预

测模型”的通用名称为人所知（见文本框1）。

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连接的世界里，寿险公司

将能够以高度精准的方式接触其（潜在）客户，从

而减少逆选择。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

信息通信技术（ICTs）的广泛使用，相关信息可以

在需要时随时可得。这将使寿险公司能够跟随社

会变迁不断加快的步伐。

对保险公司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在之前的《保险观察》

期刊文章里讨论的行为主义范式又暗暗显现。在

数字世界里，可见行为越来越被视为传统预测因

子不可动摇的代用品。因此从多方面来看，在寿

险公司搜寻保障事件的推断证据时，可见行为能

为其提供有用的间接来源。可见行为既可以是事

件的预测因子（例如对于即将发生的健康险索

赔，在互联网上搜索特定的癌症信息），或者是

事件已经发生的提示（例如孕妇的购买方式，这

一实例我们在之前的《保险观察》期刊文章中讨

论过）。此外，具有行为数字追踪能力将有助于

消除道德危险，为保险客户主动减少保险风险提

供激励。8

这一时间跨度可被称为语义现在（意义），与此相

对照的是时序现在（时间）。灰线B代表创新速度

日益加快的现代工业时代。因此，我们只能使用

更近的过去经验资源，在一定的置信度基础上预

测不太遥远的未来（时间跨度B1到B2）。当下正

在进行的数字革命时代，创新速度再一次大幅提

升，因此进一步缩短了语义现在（C1到C2）。这

种高速发展社会中的成员日益感受到他们生活在

一个不受控制的 “失控”数字世界里。5

Figure 1 – Acceleration circle 

 

 

1 

2 

 

 

1 = 

 

2 = 

 

图1–加速周期

来源：Hartmut Rosa等人4

Figure 2– A “runaway” worl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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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失控的”世界6

跟随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的加速给寿险公司带来严重威胁。风

险因素与保障事件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对数据库

的漫长统计分析来确立，现在对相关性的更新速

度必须比过去更快。一般而言，数据库只有满足

以下两个条件才能生成有意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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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意味着不再需要精算师和医学核保人员的

专业知识？毋庸置疑，这些专业人员曾经从事的

部分工作将由ICTs来完成。举例来说，医学核保

软件的使用日渐普遍，软件能够处理寿险投保单

中的大量医学问卷。医学核保软件让核保人员有

更多时间去关注疑难投保件，以及从事与循证核

保决定相关的研究工作。

精算师也日益从大量的计算工作中解脱出来，这

些计算工作在前数字时代需要手工来处理。工作

效能得到释放，现在专业人员更多地将精力投注

于复杂的新任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论新任

务或是旧任务，总是会有一些工作是ICTs难以完

成的，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将继续为人们提

供就业岗位。9其中一项任务可能是将新信息与网

络现有信息关联起来，从而去了解关联背后的经

验内容或理论内容。这可能需要越来越多的跨学

科技能。

文本框1–预测模型在医学核保中的
应用

预测模型至少从数字形式上来看与回归分

析相像。预测模型用于评估自变量（预测因

子）与因变量（输出）之间的关系。在寿险应

用上，已开发出生物医学模型与消费者行为

模型。10前者使用血压、体检结果和家族史

（预测因子）来预测死亡率（输出）。数十年

来，这些预测因子成为医学核保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然而，预测模型还要额外考虑这些

预测因子及其相互作用的同时效应。生物医

学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预测因子作为与

因变量相关的因果风险因子被客户完全接

受。传统的投保过程一直以来都令客户感觉

繁琐，尤其是客户有义务填写冗长的健康问

卷。因此，寿险公司竞相简化核保流程，使

用更精简的健康问卷或者更高的体检限额。

消费者行为模型通过在风险分类中使用社

会经济数据而不是医疗数据推进了这一趋

势。使用已有信息意味着客户不必再填写健

康问卷。偶尔的一些不告知也不再构成大问

题。举例来说，社会经济预测因子可以与来

源于健康险索赔的疾病状态（输出）产生关

联。结果随后可被用于决定何时需要额外的

医学核保，以及何时无需进一步评估即可签

发保单。

立足于数据做决定

在不断加速的数字世界里我们怎样才能做出理由

充分的决定？数据模式并不总是能全面地反映事

实。另一方面，科学史也证明，理论（知识）也不

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如果数据模式能获得合理解

释（理论）的支持，那么知识就有可能增加数据

模式的预测价值。因此从实用的角度而言，有必

要开发恰当的准则作为行动指南，从而谨慎地使

用大数据（见图3）。11

与其它风险一样，行动的风险由其可能后果的严

重程度所确定。反过来，后者又取决于行动是否

能被修正，以及修正的速度与代价。以邮购销售

与网上购物的对比为例。在互联网出现以前，邮

购商店会给他们的客户寄送商品目录。任何印刷

错误都会带来高昂成本，因为有错误的册子都需

要被替换。网上商店只需轻点几下鼠标就能够轻

  

 

 

 

 

 

图3–何时针对您的数据相关性采取行动

来源：David Ritter, BCG

Figure 4 – Growing space of saf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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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安全行动的增长空间

来源：Ge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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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趋增多，是否早晚会与透明性、公平性和一

致性要求发生冲突，这一点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为了防范日益增长的变化风险，寿险公司需要将

业务尽可能地多样化。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将使

他们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大大超越过去。无

可置疑的是，不确定性与风险将始终存在，因此

人们的保险需求将与其同在。

易纠正错误。我们可以认为，在数字时代，我们

能以极小代价甚至没有代价就可即时修正或转变

我们的行动。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人使用ICTs以及他们的相互

连结性增强，图3中的蓝色区域（安全行动区）有

可能进一步扩展至图4中的虚线。

随着大数据的出现，寿险公司有必要认真分析并

且可能需要重新设计与客户的接触点。例如，在

投保与核保过程中使用社会经济数据时，一些权

衡取舍就显得颇具相关性：

 • 减少管理费用和消除不告知与更高的逆选择。

 • 便利客户的核保流程与使用社会经济数据时

不透明且几乎没有理由的核保决定。客户的行

为模式缺少因果关系将使投保人更难接受不

利的风险分类。

个人数据可用性增强可以使接触投保人的方式高

度个性化，例如，在客户开始一份新工作或孩子

出生时。这些接触点有机会创造贴近客户的销售

建议，并减少逆选择风险。当然，对于寿险公司更

紧密的接触，人们的接受程度如何尚有待观察。

结语

大数据将如何影响寿险公司面临的重大挑战，如

更好地响应客户需求，或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的

冲击，以及逆选择或道德风险？

大数据已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变迁的加速。随之而

来的是，客户会不断重新评估与重新确定他们的

需求。数字世界的相互连结性已加快了沟通与服

务的速度。因此，消费者期待简单快捷的解决方

案。这将强化减少医学核保干扰性的趋势。高度

个性化的接触点与客观的社会经济定价数据的

结合使用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逆选择，并有助于

创造替代的风险选择方案，仅在高保额的投保件

上使用传统的医学核保手段。

社会变迁意味着个人经历可能呈现出更为碎片化

的状态。这也许会带来一个有利局面，寿险公司

承担长期保证业务的能力在收缩，而这恰好符合

客户对短期保险解决方案不断增长的需求。在投

保和产品定价中，寿险公司对社会经济数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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