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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保单案例分析

善用万能险，不要忽视了大额保单。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没啥用，事实上，香港万能险也值得关
注，也能帮你完成一些理财的任务。

和国内万能险差不多，这类品种非常灵活，更体现储蓄理财的功能，寿险的成分较少，更适合
做海外市场的美元资产配置，规避人民币风险，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前不久，人民币大幅贬值，国
内资产纷纷外流，追寻美元资产配置，事实上，香港的这种万能险就很合适。

这 类 产 品 好 处 在 哪 里 呢 ， 就 是 保 单 的 现 金 价 值 会 比 较 高 。

现金价值比较高又有什么好处？其实香港保险往往都具有保单借款功能，即以保单质押，而质
押的标准就是保单当时的现金价值，往往可以根据保单现金价值的70%~80%向银行或者保险机构
申请贷款。而这款万能险10年内的现金价值非常高，可以贷款的额度也会较高。

更重要的是，目前香港市场借款利息一般在1.8%左右，非常低。而上述万能险规定，首10年
保底2.8%的收益，而目前这类产品每年收益一般在4%左右。相对来说，这款产品由于没有人寿保
障，但又有高现金价值，所以尤其适合10年内有变现需求的客户，如果不变现，则就是一个纯储蓄
的产品，不适合希望低保费高保障的需求。需要指出的是，相对来说，数额越大，更有利于质押，
1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保单，更适合进行保单质押。

最近，民营企业主王刚（化名）“赶时髦”在香港买了一份大额保单，眼见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
经营越发困难，他决定把这份保险的受益人设为还在读小学的儿子。

 
看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安排。这份保额高达600万美元的万能寿险计划，王刚只需一次性缴

付120万美元作为保费，杠杆比例为5倍。
 
目前在香港保单融资额可以做到保单现金价值的九成。按照保单首日的现金价值，一般为缴付保费

的80%，即保单购买人一次性缴纳120万美元的保费，大概能从银行获得96万美元的贷款。计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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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这份600万美元保额的保单，只需花费24万美元的成本。
 
事实上，王刚每年只需承担银行保单贷款利息一般不到2%，而目前万能寿险保单的给付利率则在

3%-4%左右，每年稳赚息差以外，万一王刚遭遇生意失败或意外，儿子的生活也可以衣食无忧。
 
然而，在方舟信托执行董事刘彦看来，这份保单隐藏了很多问题。“如果王刚意外身亡，他的儿子

还未成年，是否能够实际有效的利用这笔保险金？这份保单是否会遭到不当分割？即使他是正常死亡，
孩子是否能够管理运用这笔巨大的意外之财，而不会挥霍一空呢？”

 
此外，他提醒，如果成年子女尤其是已结婚的子女作为大额保单的受益人，一旦子女发生婚姻问

题，保单作为婚内财产，则可能遭到配偶的分割要求。
 

确保受益人利益：大额保单＋家族信托
 
为了防止这些潜在的风险发生，王刚被建议设立一个离岸信托，让信托受托人来持有保单，而儿子

或其他家人则作为信托的受益人。以其购买的600万美元的保单为例，王刚身故后，信托可以按照其此
前设立的要求，以分期的形式支付给儿子，甚至只将收益部分用来支持家人的正常生活，确保儿子不会
任意挥霍。

 
然而，刘彦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大额保单通常进行了银行抵押融资，因此需要进行受益

人变更，“通常在保单生效六个月后，将抵押银行改为保单第一受益人，而信托则成改为第二受益
人。”

 
在保单生效后，王刚委托信托公司设立一个保险金信托，并通知保险公司和私人银行，更改（增

加）保单受益人，将该保险信托作为第二受益人列入保单受益人名单中，并明确在保险金理赔时，私人
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收到贷款本金之后，剩余金额将全部分配给上述保险信托。

 
在信托的意愿书中，王刚可以将保险赔偿金的分配意愿进行约定，比如儿子在20岁以前，只分配

每年的收益，而不分配本金。在20岁以后，则安排每年分配一定比例的本金，延长至数十年分配完
毕。在这样的安排下，儿子每年都可以获得基本生活支出保障，同时可以防止过度挥霍。

 
事实上，他一般建议客户首先考虑购买这类大额保单的必要性。如果客户的资产规模庞大，流动性

好，即使客户离世，亦不会对其配偶和子女的生活质量造成太大影响的话，并无迫切需要购买这类保
单。

 
相比之下，如果客户的资产规模有限，资产变现能力较差，一旦客户离世，配偶和子女可能随时面

对生活窘迫的困境，这类客户则有需要购买大额保单来对家人提供保障。
 
“大额保单的死亡赔偿金的赔付条件就是被保人的死亡。因此，从财富传承的角度而言，大额保单

本身就隐含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配偶和孩子只有在被保人去世后才能获得赔偿。同时，被保人去世越
早，相同金额的保险金的价值越高。”某熟悉家族信托业务的律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



近几年来，香港保险市场频现内地千万保单。这也让内地监管部分感到不安，陆续出台了多条“限购

令”，试图给大额保单外流“降降温”。但是资本的流动是自由的，如果不能逐本溯源了解富豪赴港购

买大额保单的原因，我们就很难理解个中原由。
 

（1）
 大额保单对于富豪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般来说，香港保险人士习惯性将保费总额达百万港币及以上称作大额保单。大额保单类产品多为杠杠

比例高、兼具保障和融资的万用寿险（高额人寿）、专注于投资回报的投资连结保险以及满足富人医疗

需求的高端医疗险。

 

在这三个“富人险”中，高端医疗是为了满足高净值人群的健康医疗需求，以财富换取健康保障和服

务，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在这我就不再过多的赘述（可参考之前公众号文章）。

其次关于投资连结险，其实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保险公司推出的基金定投类产品，既不保底也不封顶，投

保人与保险公司共享收益风险。部分连结险也会稍带身故及残疾保障，额度有限。富豪买这类产品追求

投资回报收益的较多。

 

那关于高额寿险（万用寿险），为什么富豪会有较多的现金流购买长线回报的寿险产品呢？留下这些钱

做其它投资回报岂不更高？



 

如果你想到的只有这些...

单单追求投资回报收益，保险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保障型市场产品，它对于

富豪们来说，有着许多不可言妙的作用。

通过高额寿险指定受益人来实现财富传承

假设A君投保了一千万的高额寿险，总保费是300万，指定儿子为受益人，当A君去世后，其儿子就能

得到1000万。通过购买寿险，A君实现的财富的保值增值和财富传承。

 

通过高额寿险能合法节税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人寿保险金归受益人所有，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曾经的

台湾首富蔡万林，2004年去世时留下超过46亿美元的庞大遗产，按照台湾现行遗产税率50%，蔡家后

人应该缴纳遗产税约782亿新台币，但实际上只缴了5亿多的新台币。这要归功于他生前做足了节税规

划，利用高额人寿节税避债。而同样是来自台湾的首富王永庆就没有那么幸运，其逝世后，他的家属缴

纳100多亿新台币的遗产税，创史上最高遗产税记录。

高额人寿同样也能够避免债务纠纷和家庭内部纠纷

《保险法》同样规定，受益人无需清偿被保险人生前所欠的税款和债务。法院无故不能清偿受益人保险

赔偿金，当然如果投保人是自己或夫妻关系的又另当别论。在避免家庭纠纷上，投保人可以通过保单指

定多名受益人（如父母、妻儿），同时可以安排好受益人的顺序及每位受益人的份额，这样即便遽然离

世没来得及留下遗嘱，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家庭内地纠纷。

 

基于这些原因，内地不少高净值人士都会适量配置保险，并将其作为家庭日常理财的一个重要做成部

分。
 

（2）

内地大额保单频现香港



随着人民币接二连三的遭遇贬值潮，很多人考虑走出去配置海外资产避险。香港美元/港币保单走红内

地，其中不乏内地高净值人群。

 

王军（化名）在内地经营着一家纺织公司，在当地也算是小有规模。从去年年后就开始接触香港那边的

保险。经过对比比较，发现在分红收益、保障范围上面的确较内地有优势。今年年初，趁着内地监管还

没有收紧的时候，王军赴港为留学新加坡的儿子和家人购买了足额保险。“如果儿子以后不接我班，这

份保单也足够他用了”王军说。

 

不过，内地人士赴港购买保单一定要赴港签单，内地签单为“地下保单”，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3）

香港大额人寿保单魅力何在？ 

内地富豪偏爱赴港购买保险，原因究竟何在？

 

一、香港是一个天然的节税港湾，税率低、税种少、而且2006年的时候取消遗产税。许多人都将其作

为海外配资的一个跳板或者移民地。基于此，不少人将香港保单作为其节税规划或者移民的一个重要工

具。

 

大陆虽然目前没有开征遗产税，但是很多人都明白这是迟早的事情。基于对财富保全的考量，赴港购买

大额保单成为一种未雨绸缪的保全办法。

 

二、合法的将资产转化为美元资产；香港保险多以美元/港币保单为主，购买香港保单相当于拥有了一

份美元资产。当然，这其中还会涉及到保单融资，香港能将保单进行质押贷款，而且贷款利率远低于银

行利率。不过，由于国内外汇管制收紧，大额保单也受到了诸多限制。

 



三、香港保险隐私保护；一般来说，只要保单持有人不告知周围的人，其它人是没有办法获知保单的具

体情况。比如说夫妻两人关系破裂，丈夫为防止妻子分得更多财产，在不告知对方的情况下悄悄前往香

港购买保单，在法院判别的时候，如果妻子不能够拿出有效证明（一般很难），这份财产就只能落入丈

夫手中。

 

四、香港保险的分红能力较强，保单杠杆比例高等优势也驱动了内地人士赴港购买保单。

 

 这大概是香港大额保单走俏内地的几个原因之一。香港保单的走俏并非一蹴而就，内地保险和香港保

险也并非对立的存在，如何正确引导和规范两地市场才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