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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险、危险与保险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永恒话题。
　　历史上的风险与危险通常表现或局限于自然危险，对危险后果的处理也主要是依靠个人或家庭自
保；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危险，无论是性质、种类或是规模都可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对风险和危险
后果的处理也主要是通过社会化的保险机制来解决。
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里，没有这样一个保险机制或者风险处理系统，一个独立单位或被保险人无法
对绝大多数的商业活动中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处理。
　　保险业与银行、证券及信托业构成了现代金融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保险业在金融业乃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
要。
同时，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外各大保险公司看到中国保险业巨大的潜在市场而纷纷抢滩
中国，中资与外资保险公司齐头并进，中国保险业将迎来空前的繁荣，保险业成为21世纪最为热门的
行业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健康发展，是我国保险事业得以全面发展的动力所在。
中国的保险业发展到今天，已逐渐成为朝阳产业。
保险市场不断拓展，保险主体持续增加，保险意识逐步增强，保险业务快速发展，监管力度逐渐加大
，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保险实践贴近市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满足我国高等院校金融保险专业和保险系统员工培训的教学需要，我们组织了
全国唯一的保险高等院校——保险职业学院的专家教授编写了这套保险系列教材。
　　自改革开放、恢复我国保险业务以来，保险学的学科建设在我国有了长足的进展，它为我国保险
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人才支持。
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以与其相关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为背景和条件的——以操作性即实务性
强为特点的保险学科就更是如此。
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并不长，这就决定了保险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成熟。
因此，保险学科的建设还需要我们作不懈的艰苦努力。
　　保险系列教材的著述，注意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理论与实务的兼备，并强调适用性，
重视案例分析，力争让读者获得现代保险知识与技能。
整套丛书不仅有其内在的科学体系，能反映保险领域各方面的密切关联和知识，而且每一本书都追求
内容的系统性，反映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我国保险市场上最新的非传统险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险精算技术>>

内容概要

　　精算是以数理、经济、财务、法律、金融与保险、投资等相关学科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其应
用范围涉及保险（含社会保险、保障）、企业、证券、投资等各经济领域，通过精算技术的应用可有
效预测、控制甚至化解各经济部门所面临的诸多风险，尤其是财务中的风险。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业对外的进一步开放，它已逐渐成为保险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精算起源于人寿保险的保费计算。
1693年，英国大数学家、天文学家哈雷编制出第一张生命表，这就标志着精算学的诞生。
1757年，英国人简姆士·丹松首先提出应按保险人的年龄和保额收取保费，即提出保费的计算应考虑
死亡率的大小。
至此，精算思想正式进入人寿保险领域。
1764年，英国的爱德沃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伦敦公平人寿保险社，采用了简姆士·
丹松的计算保费的思想和方法，并设立了专门的精算技术部门，承担分析保险公司的利润来源、编制
生命表、测定人口死亡率等，把精算技术作为保险经营决策的依据，使得保险公司的效益稳定、业绩
领先。
尤其在现代保险企业中，保险精算更成为保险业的核心技术。
保险公司要承保某项保险标的，首先就须对该保险标的的潜在损失风险进行评估预测，确立出科学的
保险费率。
收取保费后，公司为确保保险公司的经营稳定，履行各种保险责任，必须提留各种必要的准备金，并
把除准备金及支付必要的营运成本后的剩余保费收入进行科学的组合投资，以获取一定的投资回报。
对于巨灾损失，为保证公司的稳健经营，又必须合理确立分保计划，等等。
诸如大部分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分析均离不开精算技术的应用。
　　至今，精算被正式引入我国只有17年的历程。
在这期间，人们对精算也逐渐从陌生走向了认识，在保险业中从认识、接受并加以了初步应用，对保
险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保险企业不仅需要高素质的精算人才，同时亦需要具备了一定
精算思想的保险人才。
但时至今日，真正能满足各个不同层面的精算教材却不多见。
《复旦卓越·保险系列丛书：保险精算技术》的出版则正是为满足这种需求而编著的。
　　《复旦卓越·保险系列丛书：保险精算技术》由作者积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心得并参考了国内外大
量教材、文献和科研成果以及国内保险公司的精算实务精心探讨、研究编写而成，其内容体系严谨协
调，知识结构布局合理，知识阐述深入浅出，并设置了适量的例题和习题，以便读者能深入理解、掌
握和运用。
《复旦卓越·保险系列丛书：保险精算技术》共分14章，第1章至第10章为寿险精算技术，第11章至
第14章为非寿险精算技术；其中，第1章至第7章由杨全成编写，第8章至第10章由李一鸣编写，第11章
至第14章由陈飞跃编写。
　　《复旦卓越·保险系列丛书：保险精算技术》在编著出版之际得到了保险职业学院院领导、学院
教务处有关领导以及保险系主任的大力支持，其中我院的院领导吴金文教授更是在百忙之中对《复旦
卓越·保险系列丛书：保险精算技术》的出版给予了极大关注，亲自审核、纠正书中的不当之处，并
为《复旦卓越·保险系列丛书：保险精算技术》的出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同时也要感谢出版社为《复旦卓越·保险系列丛书：保险精算技术》的出版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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