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课》考试大纲 

 

《专业基础课》是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科目，《专业基础课》

考试大纲根据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了解考生对于保险学相关

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制定。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为保

险学原理。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由各招生院校按照本大纲列

明的考试范围自行命题，考试满分为 150分。 

 

参考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二）、（三）、（四） 

2.《保险学》(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9月版，王绪瑾 主编 

 

保险学原理考试范围（总分 150分） 

（一）风险与保险 

1.风险的概念与要素; 

２.风险的分类；  

３.风险管理的概念、目标和基本程序； 

４.可保风险； 

５.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系； 

６.保险的概念，保险的特征，保险的职能，保险的作用； 

７.保险的形态，包括保险的理论分类和法定分类； 

８.保险的历史。 

（二）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  

1.最大诚信原则； 

2.保险利益原则，各类保险的保险利益； 

3.近因原则；  

4.损失补偿原则，含损失补偿的一般原则；代位求偿原则；分摊原则； 

5.运用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解决实务问题。 

（三）保险合同 

1.保险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2.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 

3.保险合同的形式； 

4.保险合同的订立、无效、变更、转让和终止； 

5.保险合同的争议处理和解释原则; 

7.保险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 

（四）保险的数理基础 

1.保险费率含义与构成； 

2.保险费率的厘定原则； 

3.财产保险费率和人寿保险费率的厘定； 

４.各类保险准备金的含义与提存。 

（五）保险经营 

1.保险经营的特点与原则； 



2.保险展业与承保； 

3.保险理赔与防灾防损； 

4.保险资金的运用。 

（六）财产保险 

1.财产保险的含义； 

2.财产损失保险的含义与基本险种；机动车保险、交强险、工程保险和货物

运输保险各自的特点； 

3.责任保险的含义、特点与基本险种； 

4.信用保险的含义、特点与种类； 

5.保证保险的含义、特点与种类。 

（七）人身保险 

1.人身保险的含义与特点； 

2.人身保险的种类； 

3.人身保险的基本条款 

4.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区别和联系； 

5.人寿保险； 

6.健康保险； 

7.意外伤害保险。 

（八）再保险 

1.再保险的含义与特点； 

2.再保险的种类。  

（九）社会保险 

1.社会保险的含义与特点； 

2.社会保险和商业人身保险的关系； 

3.社会保险的基本内容。 

（十）保险市场 

1.保险市场的构成与分类；  

2.保险市场的组织形式及其特点； 

3.保险的需求与供给。 

（十一）保险监管 

1.保险监管的机构、目标和方式； 

2.保险监管的基本内容,含保险组织监管、保险财务监管、保险经营监管、

保险中介监管各自的内容。 

（十二）保险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二）、（三）、（四）。 

（十三）近年保险领域热点、重点问题 

 

附件：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 

 

面向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灾害预防和控制机构、社会保障组织和各类

企事业单位，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备经济学基础，

德才兼备的，从事风险评估与管理、保险产品设计、保险精算、保险财务管理和



保险运营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保险专业人才。具体要求为： 

1.较好地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公民素质，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服务。  

2.较好地掌握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较宽广的相关学科知

识，熟悉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掌握保险基本原理，具备从事保险职业所要求

的知识.思维.方法和职业技术。 

3.具备较强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统筹决策.组织管理和业务实施能力。能综合运用保险和其他专业知识，独立

从事涉及保险实务及运行工作，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  

4.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