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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作为一位保险精算教师，我见证了科大精算项目从零到现

在的几乎所有发展历程。我曾经是一个旁观者，现在是一个

积极的参与者。从97年5月我校11位精算考生首次赴上海复旦

大学参加北美精算考试开始，我一直在思考科大靠什么和别

的精算院校竞争。生存与发展基本上是一个一直不断思考的

问题，更多困扰我们的是生存的问题。当我在99年看到科大2

位精算毕业生首次在平安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上海

分公司精算部如愿找到精算工作的时候，总算稍稍松了一口

气。 到目前为止，我校毕业的精算考生中大约70%（未准确

统计）出国继续深造，专业主要为统计学和精算学，也有部

分毕业生仍然在攻读物理专业，其中4人已经在美国最著名的

跨国保险公司和精算咨询公司工作（硕士毕业）。国内有7人

在保险公司精算部工作，6人（包括2位在校的硕士研究生）

获得北美精算学会的准精算师资格。通过前3门课程（按2000

年之后的新考试体系折算）而在国内没有从事精算工作的毕

业生，在我的印象中只有2人。从1997年5月到2000年1月，我

校先后有11位本科生获得北美精算学会为原课程100设立的奖

学金，占全球同期获奖总数的36％。其中数学系的周浩波同

学在本科期间就通过了所有准精算师课程，据说现在已经在

太平洋安泰保险公司负责精算工作。2002年以前我校每次大

约20人参加北美精算考试，今年5月我校有63人参加精算考试

。 短短数年间，在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科大精算



项目基本上获得了国内外的承认，有了一席之地。我最近一

直在思考，科大的精算教育究竟能走到哪一步？科大的精算

考生靠什么取得成功？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的大力资助，系里

老师们的开拓性工作和教学，精算中心的日常管理，这些都

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我认为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大精

算考生的基本素质，以及由此培养的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记

得1993年，当时我还在数学系读本科（4年级），首次在方兆

本教授给“金融与保险”大专班的课堂上听到了“保险”这

个名词。95年下半年，我们4位刚开始攻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专业精算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吴耀华教授的带领下开始讨

论“Actuarial Mathematics（精算数学）”。那时的情景我至

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讨论到年金这一章的时候，总觉

得不是那么顺畅，好象缺点什么。正好碰上复旦大学翻译的

现代保险精算译丛出版，我们发现缺乏利息理论相关的知识

，回头又花时间讨论了一段利息理论这本书。当我们讲到责

任准备金这一章的时候，发觉以前对人身保险的认识是不够

的，又回去讨论了“Life Insurance（人身保险）”的部分章节

。我系先后有方兆本、胡太忠、吴耀华等教授讲过精算方面

的课程，其间中国人寿安徽省分公司的卢兴祥先生也在系里

兼过几门保险精算课程，缪柏其、韦来生等教授还从事过北

美精算考试的培训工作。我从硕士研究生开始尝试开设一些

保险精算课程，虽然对专业没有透彻的了解，但还是试图讲

授这些课程。98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专门从事保险精算的教学

。可以说，我到2000年才开始找到教学的感觉，才开始发觉

自己逐步对保险精算有了一些较深入的认识。总之，科大精

算方面的师资和别的精算院校相比是有一定差距的。 精算中



心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国际精算发展的趋势，努力培养既具有

精算学背景，又具有统计学以及金融学背景的高级复合型专

业人才；坚持“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业余培训模式”开展

精算的教学与研究，充分尊重同学的个性与选择，坚持资格

考试与正常教学分离的原则，面向全校选拔精算考生，鼓励

师生跨学科发展。这些原则的确贯穿在整个日常管理活动中

。它和友邦的资助仅是外部的必要条件，但二者都有一个共

性的地方，那就是以人为本，学生是所有工作的核心，友邦

的全部资助几乎都用在考生的身上了，至于支付给老师的额

外报酬仅占极小的比例。 其间，我们面临两次机遇与挑战，

后者应该占的份量更大一些。1995年，北美精算学会调整了

考试课程的设置，准精算师课程由以前的11门调整为15门，

从偏数学、概率统计的测试发展到包含资产负债管理、精算

实务的课程体系。统计与金融系自95年成立并招收首届“保

险”专业本科生，稍后又开设了“精算”方向辅修。课程是

按照教学计划一门接一门往下开设，97年科大学生首次参加

北美精算考试，2次之后就有学生冲在课程的前面了，成了领

跑者。只有自学一条途径解决考试的问题，培训也主要局限

在微积分与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两门基础课程上

。基于数学系数模竞赛的培训经验，我们也开始尝试让通过

的课程的考生承担培训工作。这一关算是挺过来了，考试成

绩还不错，居于各考试中心的前列。科大考生一般3次就考完

了11门，到2000年1月，我校大约有20人通过前11门课程。 第

二次挑战是，2000年开始的新考试体系。这次调整削减了数

学等基础性内容(这也反映了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知识

的不断更新、拓展，已经不需要再侧重于学科所需数学基础



知识的测试了)，突出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公司财务、资产

负债管理和保险精算理论与实务等内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作为精算学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不是削减，因为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处理风险，即不确定性的基本工具。虽

然课程变少了，准精算师课程从原来的15门调整为了6门课程

，但每门课程的内容明显增加，现在一门课程大约相当与原

来前11门的3门。仍然缺乏师资，除了课程2进行培训外，课

程1、3、4完全由学生自学。课程5和课程6则让以前通过类似

课程的考生进行答疑，由于内容实在太多，考生在2个多月的

时间里差不多要阅读2尺高的英文原版材料（当然不是全部都

要求阅读）。考生几乎提不出什么问题，好多内容只是模模

糊糊的有些印象。也许这样的安排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效果。

当这些考生通过课程5和课程6时，我猛然发觉他们又跑到我

们教师前面去了，他们依然是领跑者。从2000年5月到现在为

止，所有准精算师课程的总体平均通过率为65%（72/110），

课程5和课程6的总体平均通过率为30%（6/20）。 以上事实充

分说明，精算中心从零发展到现在，方兆本教授、缪柏其教

授等老师的开拓性工作，以及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的资助固然

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大考生良

好的综合素质，以及由此养成的较强的学习能力。如果没有

这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生存并发展到现在。它也是我们

未来发展的关键！只要这种学习能力继续保持并发扬，则终

身学习能力将构成我们科大精算考生的真正核心竞争力。而

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一方面是因为科大学生良好的素质，

另一方面也在于科大为这些学生所提供的良好学习氛围以及

由此打下的坚实数理基础。 精算中心今后的任务就是努力培



养考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在积极加强学生经济学、金融学等

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数理基础，特别是概率论和

数理统计基础，将中心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学习型组织，打

造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二、WTO后的中国金融市场 现在

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起点，太多的变化以致我们

往往很难适应。WTO真正使中国有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跨越的压力，压力一旦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展现在我们面前

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概念。这就是机遇与挑战，机遇来自

于对挑战的正确应对。最近的《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

观察报》有很多精彩的文章讨论这些问题。下面我们随便从

中挑出几篇文章：三、WTO后的教育市场 外部金融市场的巨

变已经引起了教育市场的变化。首先我们仍然看以下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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