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穿戴设备、全新的数据指标以及人身保险核保 

引言  

2015 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主

席谈到了个人和行业应如何“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一

场以“赛博-物理技术”突破为核心的革命，这些技术模糊了

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1。而在 18 世纪第一次工

业革命中诞生的人身保险行业，应当如何把握和应用第四次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以及海量数据呢？ 

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健康设备是一种电子设备，用于记录和收集用户大量

的健康和活动信息。这些设备接入到物联网（IoT），并成

为物联网的一部分。物联网涵盖了网络世界延伸、连接或接

入现实世界的方式2。回顾 21 世纪初期第一部智能手机的问

世（苹果的 iPhone 和谷歌的 Android），至今似乎只是眨

眼之间。这些设备紧密地接入互联网，并持续记录着用户的

传感器数据。2003年，佳明公司（Garmin）推出了非通话

可穿戴设备 Forerunner 先驱运动手表，2009 年推出了

Fitbit Tracker 运动手环，它们可以记录运动距离和速度、

                                                           
1 Schwab, 2015 
2 Morandi, 2012 
3 Piewek, 2016 

心率及行走步数3。标准的现代设备不仅装有内置传感器，

如加速计、陀螺仪和磁传感器，还有多核处理器和内置无线

通信（如蓝牙或 Wi-Fi），支持连接到智能手机或直接连接

到网络4。 

在过去十年中，可穿戴设备的使用量激增。2014 年售出约

7000 万台，2018 年售出 1.2 亿台，预计到 2022 年将达到

1.9 亿台。虽然可穿戴设备有多种形式（眼镜、鞋子或衣

服），但约 90%都是腕带式的，比如智能手表或手环，甚

至是像Oura戒指这样的首饰5。在英国，17%的成年人（约

600 万人）穿戴电子设备，同时有相近数量的人想要或表示

希望拥有这类设备6。 

可穿戴健康设备收集的常规数据指标包括：步数、心率、睡

眠质量、血压和其他代谢测量值（见图 1）。 

可穿戴设备仅仅是一个接口，除了作为用户心仪的配件、以

及用来吸引那些对真正有价值的数据感兴趣的人之外，设备

本身不具有其他价值。当然，数据的使用不是单向过程。对

可穿戴设备的用户来说，吸引力之一是将数据整合、并通过

简单易懂的指标和标识进行显示。随着自我量化

4 Yu Lu, 2017 
5 Richter, 2018 
6 Feldm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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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ed Self，QS）的兴起，即通过个人分析进行自

我探索，人们对此的兴趣可能会进一步增加7。 

图 1：可穿戴设备指标 

Piwek et al., 2016 

 
 

可穿戴设备获取的各种指标构成了“丰富的社会和行为图谱”，

使洞悉人们的生活经历成为可能，打破了原本需要从实验室

和医生手术中获取这些数据和相关健康影响的限制8。 

此外，当与高性能计算和数据分析相结合时，可穿戴设备的

数据可以越来越多地用于开发模型，以识别过早死亡或患病

风险上升的迹象，甚至识别“数字表型”——通过技术接口预

测或诊断某些疾病9。 

Onnela 和 Rauch 将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设备获取的数据分为

两组：被动数据（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无需用户主动参与的

传感器数据）和主动数据（需要用户主动回答或参与的数

据），以及分析这些数据如何交互和影响。这样的信息划分

准确地阐述了如何获取风险信息用于人身保险核保（主动数

据相当于投保单上的告知），以及如何利用新数据（以被动

传感器数据的形式）来验证和加强风险评估。 

                                                           
7 Piwek, 2016 
8 Onnela 2016 
9 Jain, 2015 
10 BearingPoint Institute, 2020 

风险预测/建模和依靠新技术完善现有的方法论，这两点正

是人身保险行业意识到可穿戴设备具有潜力的原因10。 

人身保险 

可以说，精算师是原始数据科学家，他们利用和提取准确的

数据，用 Edmund Halley 和 James Dodson 等人在 17 世

纪末和 18 世纪提出的方法来预测或解释世界。在此之后，

随着引入包含年龄、性别和吸烟状况的更为准确的生命表/

生存分析表，这些方法被逐渐调整。然而，所有这一切方法

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假设被保险人个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而

呈现出和定价假设相符的平均或标准风险。核保过程与此相

关，保险公司确保对所有申请人进行了合理充分的评估和分

析11。 

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的核保方法论变化非常有限。被保险

人填写一份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问卷，用于收集公认的与死

亡率和发病率风险评估有关的重要信息。被判断为具有潜在

高风险的被保险人将会被进一步评估，包括分析他们的医疗

病案或体检报告。虽然基本方法变化不大，但其完成方式和

处理过程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将其迁移到线上和

采用嵌入式算法核保规则引擎（URE）12 的风险评估，例如

汉诺威再保险公司的 hr | Reflect 或 hr | QUIRC。在无需人

工干预的情况下，大多数英国的人身险公司可以对 60-80%

的被保险人完成评估。这是应用这类核保规则引擎的成功案

例。 

然而，坦白地说，这些创新更多的是对处理效率的调整，而

不是对基本风险评估模式的革新13。传统的核保方法仍然是

一个“一锤定音“的过程，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被保险人（除

撤销保单之外）都无法修改既成的合同条款。但随着保险科

技的兴起，特别是可穿戴设备的应用，现在我们有机会访问

更大量的非传统数据源，并加以利用新的分析功能14。 

11 Black & Skipper, 2000 
12 Batty & Kroll, 2009 
13 Batty & Kroll, 2009 
14 BearingPoint Institu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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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穿戴设备和“持续核保” 

为什么保险公司会对可穿戴设备和相关数据如此感兴趣，以

至于他们愿意补贴这些设备的购买费用？我们可以找到三方

面的动力因素： 

• 评估风险时，引入新的或优化的核保数据 

• 增加与被保险人的互动 

• 鼓励或提升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早期无定价理赔，吸

引和保留更健康的客户 

许多保险公司似乎已经关注到了某些具备潜质的可穿戴设备、

数据以及改进核保流程的方法。例如，中国的一家人身险公

司拥有150万名被保险人上传的活动数据；英国的一家人身

险公司向达到且保持一定活动积分和健康状态的被保险人提

供高额补贴的智能手表15。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提供了一种

强调整体健康生活理念的产品，并通过免费电影票、咖啡以

及打折健身卡和食品等形式激励积极的行为16。这些例子都

取得了明显成功，总体运动比率提升了 34%，对某些肥胖

或患病群体的提升甚至更高17。这样的成功很重要，因为运

动量的增加会降低体重指数和血压，这两项都是传统核保过

程中的重要风险指标。事实上，Smirnova 在 2019 年的一

项研究表明，与吸烟状态、或存在脑中风或癌症等既往疾病

相比，通过观察运动量减少预测过早死亡的准确率高出 30-

40%。 

保险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目前，一旦

核保结论下发并被接受，合同即成立。这正是发展出“持续

核保”概念的起因。如果客户承诺提供他们的数据、参与健

康计划，并同意持续监测其健康指标，就将获得可变的保险

费率或特别优惠等形式的奖励。如果可以将数据整合成简单

易懂的“游戏化”指标显示，用户的互动效果将会更好18。  

                                                           
15 The Economist, 2019 
16 McFall & Moor, 2019 
17 The Economist, 2018 

 

可穿戴设备的常规指标或汇总数据 

最近有倡议者提出，保险科技、大数据分析和可穿戴设备等

传感器数据的联合将推动人身保险行业的彻底变革，传统意

义上的核保将被“免询问”的形式所彻底取代。这种形式下不

再向被保险人询问任何问题，而将完全基于他们的数字化足

迹数据进行风险评估19。本文作者对这一形式仍持怀疑态度：

虽然这种方法确有其应用场景，但向被保险人直接问询的方

式依然不会被取代。事实上，有家再保险公司利用经典的精

算死亡率模型分析方法进行过一项研究，将新数据（步数）、

老数据以及传统的风险指标（体重指数、血液检查和疾病史）

进行了比较和组合。研究发现，新老数据相结合才是“最优”

结果，仅仅依靠新数据的模式略优于传统模式。这也表明，

从节省成本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对于特定群体“免询问”的形

式可能具有价值。 

问题和担忧 

使用可穿戴设备数据并非完全没有担忧和问题。在保险公司

和被保险人之间建立更好的互动，是应用可穿戴设备的一个

主要吸引力。然而有调查显示 32%的用户在 6 个月后不再

佩戴这些设备，50%在 1 年后不再佩戴20。因此，确保准确

披露了参与后能获得的奖励非常重要。 

18 Asimakopoulos, 2016 
19 McFall & Moor, 2019 
20 Piwek, 2019 

Source: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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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数据的准确性如何呢：所有的设备都一样吗？Xie 及其

同事们发现，常规设备测量的关键指标（睡眠、步数、距离

和心率）具有同等精度，但以卡路里为单位的能量消耗计量

存在很大差异。  

此外在用户人群方面同样也存在担忧：可穿戴设备的用户主

要集中在“数字原生代”，有约一半的用户介于 18 至 34 周岁

之间、男女使用者数量均等。不过，用户往往来自于有较高

经济收入的社会群体，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超过 10 万

美元21。由于投保人群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一人群，因此这

在当前可能无需过多担忧。但如果保险公司希望缩小“保障

缺口”，并将服务扩展到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则需要进

一步考虑如何补贴和普及可穿戴设备。 

最后，确保经由此类可穿戴设备获取的详细私人数据得到强

有力的安全保护至关重要。这不仅是法律和道德层面对保护

此类信息的要求，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因违规或数据泄露而对

品牌和声誉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21 Marr, 2016 
 

结论 

近几十年来，人身保险行业和核保专业发展缓慢。然而，随

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相互融汇，

极有可能带来颠覆性的改变。人身保险行业正试探性地将这

场革命中诞生的新技术引入实践中、并获得一些成果，例如

可穿戴设备。将传统方法中的统计建模与分析能力，结合可

穿戴设备等技术获取的全新、丰富、海量数据所带来的机遇，

这可能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成功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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