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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秋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面对危机，各国政府普遍

采取了有力的应对措施，并加强各国政府间的合作，有效遏

制了全球经济快速下滑的势头。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金融危

机的措施，已经初见成效，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总体

形势企稳向上。然而，本轮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负面

冲击仍然历历在目，一批金融行业内知名百年老店或轰然倒

塌，或遭受重创，其中不乏国际保险巨头。这就需要我们进

行反思，需要总结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教训，分析保险业所面

临的风险。直面危机，迎接挑战，发挥精算的专业技术优势

，在防范化解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保险业持续健康发

展，是精算界的重要使命。 中国精算事业的发展 过去的一年

里，在中国保监会的领导下，保险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稳妥应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在保险行业稳健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有关各方的支持下，

中国精算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重要成绩。 精算制度不断完善 

精算制度是1988年引进我国的，随后，首先在寿险业应用精

算技术，对产品定价和评估准备金，极大地提升了寿险经营

和监管的专业化水准，这对寿险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促

进作用。中国保监会始终高度重视精算工作，尤其是精算制

度建设工作。以1999年发布《精算规定》为开端，逐步建立

了包括精算规定、总精算师制度、精算报告、内含价值报告

、生命表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精算制度体系。在国际金融危机



之后，保监会加强监管，及时推出了季度现金流测试制度，

使我们及时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安全性；在偿付

能力方面，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偿付能力年度报告和年度

动态偿付能力测试，通过这些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有效地监

控了各家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另外，保监会通过严格

的产品管理规定，从源头上控制了寿险业的经营风险。对于

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在保监会的督促下，保险公司加强偿

付能力管理，通过控制业务规模、降低经营成本，以及发行

次级债、增资扩股等多种方式，改善偿付能力状况，保证了

客户的利益和行业的稳定。近年来，虽然资本市场波动，又

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但我国绝大多数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充

足，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实践证明我们的寿险精算制度在

寿险业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的非寿险精算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加速发展，已经

形成了从非寿险产品定价、准备金评估到偿付能力管理的基

本框架。2008年根据市场需要，保监会出台了《财产保险投

资型产品精算规定》，规范了投资型财产险业务的准备金计

提方法。另外，2008年保监会颁布了《关于建立压力测试及

应急风险预案报告制度的通知》，在财产险的风险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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