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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A9_E7_B2_BE_E7_c50_84286.htm 一、问题的提出 精算教

育引入中国已近10年的历史，上海财大也在原来的保险专业

内计设了精算专门化方向，在1994年首次招收了精算本科生

，是当时上海地区高校中第一个招收本科生的大学。经历了

两年的精算教育后，织累了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需要解决的

问题。如，精算教育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中国的市场是否

需要精算本科毕业生?开展精算教育是否与财大的发展的目标

一致?作为担任精算教学的教师，我们有责任用严肃科学的方

法研究这个问题，为此，我们曾向院、校领导建议和申请并

已经设立专项课题，我们还多次召开“保险精算专题研讨会

”。邀请了寿险公司的精算师和其它高校的学者专家，也包

括我们的教师和同学集思广益地讨论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

题，本文想就这几次研讨会中讨论到的一些问题和观点作些

总结，目的在于进步引导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为进一步

发展精算教育提供借鉴。但限于篇幅和我们研究进度，本文

仅讨论下面子标题中两个问题，进一步的讨论和解决方案将

在后继文章和研究报告中给出。二、什么是精算? 显而易见，

对精算这门学科的认识和把握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也直接关系到问题的最终决策，关系到我们办学的方向和

实施计划。但是，即使是对我们目前从事精算教学的教师来

说，也未必对这门学科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和一致的看

法。因生我们首先讨这个问题。 精算是从保险业的发展中不

断完善的。由于保险全司的基本职责是分摊风险和补偿损失



，所以般要求保险公司有足够的分散风险的能力。保险公司

在定价时都被要求把纯保费(保险成本)和附加保费分开计算

．在纯保费部分不能有利润因素，显示保险公司的绝对“公

平”，而附加保费则主要反映保险公司的营业费用开支和政

府认可的合理利润。所以只要保险公司有能力分散风险一一

能按大数法则大售出保单，保险公司在每张保单上收取的纯

保费等于该保单所要承担的预期损失，这就导致纯费率等于

损失率。由此可以发现保险定价中确定纯保费的关键是损失

率的测算 ，所以究竟那些风险是可以测算的．哪些是可保损

失，损失的可控性如何等等都一直是要求理论界来回答的，

这也就是精算学研究的原始问题。精算学最初的定义是“通

过对火灾、盗窃以及人的死亡等损失事故发生的概率进行估

算以确定保险公司应该收取多少保费。”在寿险精算中，最

初采用了互动基金的办法，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只能考

虑离散的情况。后来，由于概率论的发展，寿险成本的核定

主要是确定给付金的现值函数(随机变量)和相应的损失分布

，此时单位保额的纯保费(纯费率)就是单位保额的现值函数

的数学期望即预期损失，这一计算模型己经能很好测算连续

给付情况下的保险成本。但是，无论何种方法都隐含着厘订

寿险成本的两个基本问题：利率和死亡率的测算问题。由

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个国家的利率一般都是由国家控制

的，所以在当时，利率的测算并不是精算学所主要关注的问

题，而寿险业务中的损失分布(死亡率的测算)即生命表的建

立成为精算的核心工作。17世纪末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埃

德蒙.哈雷(Edmund．Hally)的第一张生命表的诞生成为寿险精

算学发展的标志，在早期的精算实务、教学和研究都围绕着



生命表的编制问题，现在也仍然是精算研究的课题。在非寿

险精算研究中则主要是确定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损失，与

寿险精算不同的是没有象生命表那样相对稳定的损失分布。

所以非寿险精算始终把损失发生的频率、损失发生的幅度以

及损失的控制作为它的研究重心。至今非寿险精算已经发展

了两个重要分支一是损失分布理论，研究在过去有限的统计

资料的条件下未来损失分布情况以及损失和赔款的相互关系

等问题；二是风险理论，通过对损失频率和损失幅度分布的

分析，研究这种出险次数和每次损失大小的复合随机过程，

以期洞察保险公司应具备多大的基金，方可不“破产”，以

及评估“破产”概率的大小复合随机过程。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精算科学早已超出了费率厘订这狭窄的范畴。特别是20

世纪70年代后，市场利率变化趋大，保险基金的风险也变为

精算研究的核心问题一一开始分析资产投资组合和负债结构

，以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和获利能力，诸如究竟用什么

指标来衡量投资风险、衡量投资组合的合理性，用什么指标

来显示资产和负债的匹配与否等等都引起精算理论界和实各

界的注意。由此看出，现代精算师在保险公司的职责已经包

含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保险产品听成本核算，实际上就是

对风险进行定量评估和定价；其二是保险公司的金融管理，

包括公司资产的投资管理，投资收益的敏感性分析和投资组

合分析，资产和负债（保险公司的负债主要进准备金，是一

种不确定性负债的合理匹配等问题。由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也随之剧烈，发达国家的

保险公司的定价己出现完全竞争状态，在计算总保费的时候

已经把利润定为零甚至小于零，所以保险公司处理保险基金



风险的能力完全决定了保单价格的竞争力。另外保险公司，

特别是寿险公司(由于险期较长)，一直被利率风险所困扰，

这些都迫使精算学对金融管理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作出深入

研究。精算在金融管理邻域方面有了很多研究成果，精算师

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为此，1988年北美精算

师协会在《未来精算师特别工作组》报告中指出：精算师是

私人和公共财务设计师和潜在的企业管理人员，这是建立在

精算职业的智能核心基础上的，其智能核心为经验分析和分

析衡量、估算、转移以及对未来意外事件的现行财务状况作

出反映。”这就意味着精算师的从业范围逐渐扩大，诸如在

银行、顾问咨询公司、投资公司、大型跨国公司、会计师事

务所、工会以及政府机构等处被委以重任。他们帮助公司制

定养老金计划，确定合适的投资组合，估计公司经营的成本(

不确定成本)，估计国际商贸和海外投资风险；为政府提供医

疗制度的成本分析，工伤赔偿办法，艾滋病对策，社会保障

体制等各方面的建议，同时对政府新颁布的法律在经济中的

影响提出预测等。与此同时，精算学的研究邻域也相应扩大

。由于精算师的职业特点，在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都建立了

精算师考试制度，也设计了一整套课程体系，概括地说包括

数理基础课、经基础课、精算专业基础课、精算专业方向课(

详见本通讯的精算考试课程介绍)。它涉及许多相关学科： 1

、与统计学的关系：精算学是利用统计方法，根据经验数据

来分析问题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例如构造生存模型、编制

生命表、建立损失分布、费率和准备金的计算(精算数学、风

险理论)，因此在精算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把精算称为“保

险统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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