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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的教师们编写了一套高等院校保险专业系列教材，打算在近两年内
陆续出版。
他们要我给这一套教材写个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我之所以欣然从命有三个原因：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人
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作为现代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当前在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无论是人身保险业务还是财产保险业务都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家庭、团体和企业关注保险，了解保险和参加保险，保险作为风险管理最
基本、最有效的手段，其经济补偿功能、资金融通功能和社会保障管理职能正在被人们逐渐深入地认
识和接受。
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十分需要有更多的能反映当前我国保险市场格局的变化、反映保险产品的市
场化改革、反映进入21世纪后我国保险业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的保险著作和教材问世，以供高校金
融保险专业学生学习和广大的保险从业人员阅读。
上海财大保险系的老师们把他们编写的这套体系和内容都较新的系列教材奉献给社会，我认为，他们
是做了件大好事。
　　第二，上海财经大学保险系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946年国立上海商学院（即上海财经大学的前
身）创建的我国第一个保险系。
1985年国内恢复保险专业教学，上海财经大学为当时华东地区惟一的一所设有保险专业本科和硕士研
究方向的院校。
伴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上海财大保险系日益成熟，师资力量雄厚，开设专业课程齐全。
在我的眼里，财大保险系的老师们十分优秀，其中有一些我是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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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精算原理》对现代精算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初步的介绍，包括利息理论、生存模型、寿险
精算、非寿险精算和风险理论。
目的是使读者通过《新编精算原理》对精算理论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也对精算师的工作内容有一
个初步的概念。
　　《新编精算原理》适合作为保险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还可作为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或保
险方向的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新编精算原理》也适合希望对精算学和精算工作有所了解的一般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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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际上，如果假设个体都是风险厌恶的，Arrow-Lind在1970年证明了，随着所汇集的保险公司股
东数量的不断扩大，只要在损失概率即公平精算费率的基础上筹集保险费，保险公司股东群体就可以
解决个别投保人的损失补偿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相互独立的风险厌恶的保险公司的股东汇集起来，对于风险厌恶的个体投保人而言，
是将自身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了整体保险公司的股东群体；而对于股东整体而言，则是将可能的损失在
群体之间进行分散。
而且，只要股东群体充分大，保险公司的股东作为一个整体，仅仅依赖其整体内的期望损失，而与个
体股东的风险厌恶程度无关，这就是说，由风险厌恶的股东汇集起来的整体，就变成一个风险中性的
“保险供给者”。
显然，这种将个体组织起来并且管理着保险费的组织，就是保险公司。
因此，保险公司实质上就是利用上述保险原理来向个体提供保险产品。
而理想的保险供给者，则将是风险中性的。
　　推广Arrow-Lind定理到考虑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的情形，同样可以证明此时随着股东人数的增加
，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的费率将等于前面介绍的毛保费。
　　当然，实际上，保险公司的股东人数是有限的，不可能是无穷多。
Arrow-Lind定理的条件是不满足的，保险公司对保险风险并不是风险中性的，其实际收取的保费也就
不可能是纯保费或毛保费。
通常会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定的风险安全附加。
下面我们在不考虑保险公司管理费用的情形下，介绍一些精算中常用的确定安全附加的方法。
假设z表示赔付支出的随机变量，相应保险产品的保费P可以看作是Z到实数集合的一个映射规则，记
为P-H[Z]，因此，保费的计算原理就可以归结为如何描述这个映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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