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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南开大学李秀芳教授主编的保险精算教材，为我社“保险类研究生系列教材”之一，主要作
为国内保险专业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保险精算理论与实务的教材和参考书。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寿险精算理论与实务，包括寿险定价、寿险准备金评估、寿险保单现金
价值、寿险公司的费用分析与控制、寿险公司内含价值和寿险偿付能力监管；下篇为非寿险精算理论
与实务，包括非寿险定价、非寿险准备金评估、风险模型、再保险定价、巨灾风险管理和非寿险偿付
能力监管等内容。
全书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寿险和非寿险业务的精算理论和实务，既有理论模型的分析，又
有实务操作的介绍，特别是介绍了相关领域中外的发展情况及其比较，对于完善我国的精算理论及实
务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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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寿险定价　　1.1　定价的基本概念　　1.1.1　定价原则　　　寿险定价要遵循一系列的原则
，如充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稳定性原则及弹性原则等。
　　1.充足性原则　　　充足性原则是法律要求的首要原则，也是保险经济关系确定要求的原则。
它是指寿险费率应高至足以抵补一切可能发生的给付以及有关的费用。
如果费率不充足，就会导致保险公司缺乏偿付能力，从而可能使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因此寿险费率不能太低，寿险费率的最低限必须足以补偿给付以及经营活动的开支和保险公司的应得
利润。
为测定寿险费率是否充足，必须将实际给付率与预定给付率加以比较。
给付率是指用于给付的成本（包括保险金与理赔费用）占保费收入的百分比。
若实际给付率大于预定给付率，则表明费率偏低，除非保险公司在费用上的节省足以弥补这种损失，
否则将会减少公司的预期利润乃至亏损、破产。
对于寿险公司来说，预期的给付率中主要的部分是根据寿险业经验生命表以预定利率计算的，各公司
同种寿险产品之间大致相当，而实际的给付率却可能由于各公司的承保水平、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率等
的不同而大不一样。
因此，即使是同一险种使用同一费率，对某些公司来说具有充足性，而对另外的公司却可能没有充足
性。
　　2.合理性原则　　若实际给付率远小于预定给付率，那么保险费率偏高，此时会损害被保险人的
利益，保险人会获得太多的非正常经营性利润，这时保险监管部门可以责令保险人降低费率，以使保
险人根据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恰如其分地制定保险费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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