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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核算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核算应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严

格按照不同年度的存续时间提存。

《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规

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在准备金评估日为尚未终止的保

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包括保险公司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

内（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

备金，以及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

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长期责任准备金。

《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应当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淤二十四分
之一法（以月为基础计提）；于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以天为基
础计提）；盂对于某些特殊险种，根据其风险分布状况可以采
用其他更为谨慎、合理的方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方法

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只是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存方

法作了比较粗略的限制，不能满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权责

发生制的要求。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一年以内的财产险、意外

伤害险、健康险业务在保单签出之日起，保单在不同年度的存

续时间就已经确定，理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划分为本年度能够

实现的收入和应由下年度实现的收入。保单在不同年度的存

续时间体现了保险公司在不同年度承担的保险责任的时间，

理应成为不同会计期间收入归属的划分标准，并以此为依据

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问题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核算应属于日常会计核算

的范畴，在保单签发之日由会计部门提存。

《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八条

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建立精算制度，指定精算责任人负责准备

金的提取工作。这一规定表面上看似乎强调了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的核算，实则削弱了保险公司会计部门的职责，对于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的核算是不利的。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其提存准备金是由保单在不同年度

的存续时间决定的，而保单在签发时其在不同年度的存续时

间就已经确定，这就不存在精算问题，理应由会计部门负责按

期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日常工作。

而这一规定，不分准备金的种类和性质，一概由精算责任

人负责准备金的提取工作，破坏了保险公司会计部门的日常

核算秩序。对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以外的其他准备金，由于不

确定性因素较多，由精算责任人负责准备金的提取是符合保

险业务核算特点的，但如果将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核算也由

精算责任人负责则欠妥当。

问题三：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存方法不能满足保险公

司的日常核算需要。

一般认为，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应在会计年度决算时一次

计算提取，具体的计算方法有年平均估算法、季平均估算法和

月平均估算法。根据《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

（试行）》（保监会令［2004］313 号）的规定，产险公司从 2005
年 1月 15日开始，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采用 1/24法
或 1/365法，寿险公司的非寿险业务可以按照 1/2法来提取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笔者现对以下各种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

提存方法进行分析。

（1）年平均估算法。这种方法又称 1/2法，假定每年中的
所有保单是在 365天中逐日均匀开立的，即每天开立的保单
数量及保险金额大体相等，每天收取的保费数额也差不多，这

样，一年的保单在当年还有 50%的有效部分未到期，应提留有
效保单保额的 50%作为准备金。
（2）季平均估算法。季平均估算法又称 1/8法，假定每一

季度中承保的所有保单是逐日开出的，且每天开出的保单数

量、每份保单的保额与保费大体均匀。年末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的计算公式为：年末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第一季度保费收入伊
1/8+第二季度保费收入伊3/8+第三季度保费收入伊5/8+第四
季度保费收入伊7/8。
（3）月平均估算法。又称 1/12法，假定一个月内所有承保

的保单是在 30天内逐日开出的，且保单数量、保额、保费大体
均匀，则对一年期保单来说，开立保单的当月末已到期 1/24
的保费，23/24的保费则是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谈保险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核算存在的问题

赵贵峰 方俊芝

渊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 050021冤
【摘要】本文讨论了我国保险公司在非寿险业务准备金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目前国际通用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提存方法的不足，进而提出了提高财产险核算精度和加强财产险核算制度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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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每五日或逢月末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占保费收入比例表（4）日平均估算法，又称 1/365法。这种方法是按照每张
保单的第二年有效天数来计算，其计算公式为：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保单在第二年的有效天数衣保险期天数伊保费收入。
上述几种方法中，如果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在年末决算日

提存，则年平均估算法、季平均估算法两种方法不够精准；月

平均估算法与日平均估算法相对比较精确，但工作量非常大，

很难满足企业核算的需要。

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存制度的改进建议

1援 如果企业全部通过会计电算化按日汇总登记总账，则
应采用日平均估算法将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核算嵌入企业日

常核算程序，在保单签发入账时提存。

笔者认为，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存可以参照商业银行

对年对月对日的核算方法，以年按 360天、月按 30天的方法
进行计算。这样可能会存在几天的误差，但这仅仅是保费收入

在两个不同年度的分配而已，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可

以忽略不计。

其计算公式为：累计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移每日保费收
入伊（保单到期年份伊360+保单到期月份伊30+保单到期日原保
单投保年份伊360原390）/360。上述日期中，保单的到期日与保
单的投保日假定为一年期的对年对月对日。日平均估算法下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算如表 1所示：

这种计算方法精度高，在当前计算机普遍使用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自动化计算。

2援 我国保险公司在会计电算化水平不高、业务量不大的
情况下，通常采用每五天登记一次总账或每旬登记一次总账

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将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存纳入日常

核算可以采用相应的计算方法：

（1）每五日登记一次总账，可以采用 1/72法。这种方法的
计算原理假定全年为 360天，每 5天计算一次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忽略大月小月之分。其提存依据是逢被 5整除日或月末
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将全年 360天分成 72等份，每五日
提存一次，在收到保单汇总登记总账时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每五日或逢月末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占保费收入比例

如表 2所示。
采用 1/72法核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由会计根据每五

日或逢月末汇总登记总账时的当日全部保费收入与该提存日

从表 2中查出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占比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当即提存并登记入账。计算公式为：

本期保单应提存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本期保费收入合
计伊本期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占保费收入的比例
（2）每旬一估法，亦称 1/36法。所谓 1/36法，是针对保险

公司会计电算化程度不高，每旬登记一次总账以确认保险收

入采用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存方法。这种方法的计算原

理也是假定全年为 360天，每 10天计算一次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忽略大月小月之分。其提存依据是每十日或逢月末提存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将全年 360天分成 36等份，每旬提存一次
准备金，在收到保单汇总登记总账时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年

（1）

2009
2009
…

2009
2009

月

（2）

1
1
…

12
12

日

（3）

1
2
…

29
30

（4）={（1）+1}伊
360+（2）伊30+（3）

723 631
723 632
…

723 989
723 990

（5）=（1）伊
360垣390
723 630
723 630
…

723 630
723 630

（6）越（4）
原（5）

1
2
…

359
360

（7）

B1
B2
…

B359
B360

（8）越（7）伊（6）
衣360

B1伊1/360
B2伊2/360
…

B359伊359/360
B360伊360/360

投保日期 未到期责
任准备金

当日保
费收入

未到期
天数

年末日
函数值到期日函数值

表1 日平均估算法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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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旬或逢月末提存时，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占保费收入比例如

表 3所示：

（3）半月一估法，亦称 1/24法。所谓 1/24法，是针对财产
保险公司会计电算化程度不高，每半月登记一次总账以确认

保险收入采用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存方法。这种方法的

计算原理也是假定全年为 360天，每 15天计算一次未到期责
任准备金，忽略大月小月之分。其提存依据是每月十五日或逢

月末对当期发生的保单业务登记一次总账，所有保单都视为

汇总登记总账日的新签合同，根据登记总账日应提存的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占比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公式如下：

本期保单应提存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本期保费收入合
计伊本期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占保费收入的比例

其中，本期保费收入合计金额包括原保单金额和分出再

保险业务本期保留金额以及本期分入再保险业务金额。其提

存比例见表 4。
三、各种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存方法评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产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以

后，必须及时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随着

企业签发保单、登记总账的同时入账，对于企业会计核算的影

响并不大，而且每日工作量很小，与总账登记周期相同，可以

为企业提供非常精准的核算数据。同时，可以避免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年度集中计算所带来的年度决算压力，这种制度的建

立对于提高我国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存精度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以上所提出的各种提存方法主要包括：按日提存、五日提

存一次、十日提存一次、半月提存一次、每月提存一次、每季提

存一次、每年提存一次。随着提存周期由短变长，提存精度越

来越低。而从按日提存到每月提存一次则基本能与企业登记

总账的周期匹配起来，将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工作消化在

日常会计核算之中，精度高、计提充分。保险公司应该按照权

责发生制，将提存方法的选用与汇总登记总账确认当期保费

收入的时间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国家保监会提

出的偿付能力的要求。至于目前国际上流行的 1/8法和 1/2
法，笔者认为，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是对不健全的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提存制度的一种补救措施，不能以如此不精准

的提存方法作为法定手段来约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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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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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6
30/36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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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
34/36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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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日 期

表3 每旬或逢月末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占保费收入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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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
1月31日
2月15日
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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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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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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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8月31日
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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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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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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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保费收入的比例

13/24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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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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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20/24
21/24
22/24
23/24
24/24

日 期

表4 每半月或逢月末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占保费收入比例表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