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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B2_BE_E7_c50_638165.htm 摘要：本文结合自

己参加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的经历以及精算课程教学的体会

，从微观角度对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命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探讨，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目的在于引起有关部

门和人员的重视，为完善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制度提供一些

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一、引言 中国自80年代末开始开展中国

精算教育以来，已从寥寥数人被派往国外高校或保险公司进

修到至今的8千人次参加保监会主办的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

从南开大学首次开辟精算专业到如今的近二十来所大学或系

统地开设精算教育专业或开设精算相关课程，中国的精算教

育可谓是如火如荼。原先无人知晓的“精算”一词也显得热

门和倍受关注，本来就令人肃然的精算职业也更显荣耀了。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态势，说明了中国的精算教育获得

了巨大的成功。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已产生近百

名精算师和准精算师，这个数字相当于保险发达的香港地区

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才拥有的精算师和准精算师人数。在肯定

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这些成绩背后的问题

。我们的精算师与英、美的精算师相比如何？尤其是职业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如何？笔者调查过几个通过中国精算师考试

的考生，他们认为通过考试有自己艰苦努力的成份，也有运

气成份。由于考试至今仍是全球范围内获得精算师资格的最

重要途径，而且我国已经决定以考试作为认可中国精算师的

手段，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完善考试制度，而考试命题的科学



、准确和严谨无疑对选拔人才起到关键作用。 我国精算师考

试的命题质量如何呢？笔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了解，对以下

一系列问题分别做以论述。 二、大纲过于简略，参考书有失

匹配 2003年公布的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准精算师部分大纲中

只有《数学I》、《数学II》和《综合经济基础》略为详细些

，而其余六门精算专业的核心课程却没有大纲。其实中国的

考生按学科分类不外乎两类：理工类和经济类。理工类的考

生对于《数学I》、《数学II》的考试应该是胸有成竹；而经

济类考生则会认为对付《综合经济基础》这门课应该游刃有

余。尽管如此，还是需要更为详细的考纲，考生确实需要知

道他们的数学水准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进入精算这一领域，同

时需要知道自己应具备多少经济学素养才有资格学习精算学

。这些都是考生决定进入这一领域所必须思考的，否则他的

一生可能会因这一时的错误选择而苦不堪言。精算学毕竟涉

及到众多学科，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的“胃口”。而其余的六

门课在考试公告中仅告诉了考生考题类型、考试时间及考试

指定参考书而已，这更加令考生无所适从，初次进入精算领

域的考生会这样想：难道要把整本书背下来吗？学过精算学

的学生知道，即使把整本书背下来也未必就能通过。那么该

如何复习呢？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对于非精算

专业的考生而言，而中国的考生恐怕有70%的考生是非精算

专业的，这可从中国考生的数量与学习精算专业的人数对比

一下即可知道。那么这70%的考生就该摸索两三年才能进入

正常的考试状态吗？并且这些考生很容易对精算学产生瞎子

摸象般的理解。 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的参考书与考试课程似

乎也不太匹配。《数学I》的参考书是樊映川编著的《高等数



学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用此参考书或相当于此难

度的参考书作为基础去学习《数学II》的指定参考书(复旦大

学编的《概率论》第一册、第二册，陈希孺编著的《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肯定会遇到麻烦，这是因为《数学I》中的指

定参考书的知识水平仅限于工科高等数学水平，以此水平去

学习以数学分析为基础的概率统计当然会显得力不从心，这

是其一不匹配的地方；其二就是《数学II》中时间序列分析的

考试要点在指定的参考书中也没有相应的内容。时间序列分

析应该是考生感到令人生畏课程之一，指定适当的参考书也

是对考生的一种指点。另外作为精算学的基础之一的《数学II

》还应包含基本的随机过程方面的知识，因为马尔可夫过程

、Poisson点过程和布朗运动等随机过程在精算学里应用颇广

，并且极为重要。 三、试题与样题过于相似 2003年度《数

学II》试题在考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因为试题与2003年6月推

出的样题的相似程度达到90%以上，这可令许多考生欣喜若

狂，但另外一些没有买到样题的考生则心情怅然。在艰辛而

漫长的精算师考试旅途中，考生碰到的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在

某门课考试时竟有90%的原题给自己复习上了，如果说考前

令人难以入眠的话，遇到这样的考试之后可能会更令人兴奋

难眠。 这件事情可能会误导将来的考生，没有哪个考生敢不

买样题资料。但以后的试题风格肯定会变，而且样题与考试

相似性太高也会影响中国精算师考试的含金量。 四、试题中

的措词有失严谨 有些试题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中文的表达往

往让考生难以界定。譬如2003年综合经济考题有一问答题为

“金融资产定价的原则是什么”，复习到的同学可能会毫不

犹豫地写出答案；没有复习到的同学可能会联想到保险产品



或证券的定价，什么充足性、公平性、合理性、可易理解等

瞎编乱造一通。实际上这道题的答案非常简单：资产的价格

应该等于持有者在持有期间预期获得的所有现金流的现值。

对此答案，笔者认为此题目若改为“金融资产的定价原理是

什么”则更为恰当一些，因为此答案与“精算等价原理”并

无本质的区别。在英文中“原理”与“原则”统一于单词

“principle”，但中文的“原则”与“原理”则大相径庭了。

另外，精算师考试指定参考书《寿险精算实务》以内容丰富

著称，但此书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有些标题不是

很恰当，标题和内容没有很严谨的逻辑关系，令人不知所从

。 严谨的考题和准确无误的参考教材不仅体现了权威性，还

直接体现了为考生服务的优质程度，如果处理不当，则会使

考生对精算从业人员的严谨性产生质疑。这种影响若被带到

实务中去，它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会不堪设想。 

五、考核目的不清晰、计算量过大 参加过中国精算师资格考

生的考生都十分清楚，如果计算能力不过关，就达不到中国

精算师的基本要求，也就不能通过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特

别是《精算数学》、《利息理论》、《生命表的构造理论》

、《风险理论》、《数学II》、《数学I》等科目。对于这些

科目，仅有敏捷的思维是不够的，假如偶有疏忽，算错一个

数字，又反复验算仍没找到错误，那就只能放弃了，无论方

法有多正确，时间不允许在某道题上过分地拖拉时间。譬如

《利息理论》，一共30道题，考试时间为2个小时，每道题平

均4分钟，假设半分钟的读题加上1分钟的成功思考，还剩

下2.5分钟的计算时间，如果一时想不出来或计算错误，就会

占用做另一道题的时间。如果在两个小时内遇到了两次以上



这样的堵塞，做完整套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笔者认为精

算师并不像运动员一样是一个讲究速度的职业，分析问题的

能力更应该受到重视。精算师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市场，而

不是百米跑道。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精算师考试在

某些科目上有些偏离精算要旨。 笔者记得在浏览北美Course3

样题和一些试题时曾发现，命题者会给出伽玛分布或Pareto(a

，g)分布的密度函数，也许是因为这些分布的密度函数比较

复杂吧。尽管这些分布在风险理论中属于比较重要的分布，

但命题者考察的目的并不是这些分布的密度函数，而是以这

些分布为载体的知识。从这种考察方式可以知道，他们的考

察目的相当清晰，针对性也非常强。而在中国的试题中偶尔

还会出现陌生的名词，尽管很明显这并不属于考察的范围，

但如果不知道该名词的具体含义，那也许就无法解答。如果

命题者能够考虑得周到一些，把名词的含义解释一下，考生

或许能顺利地得到答案。笔者认为一个成功的命题者应该知

道每道题考察的目的和重点所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