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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学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1.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保险学原理 

教材信息：张虹、陈迪红.保险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 7 月 

课程代码：00079 

课程类别：统考课程 

总学分：5 

适用专业：金融学（020301K） 

(2) 课程的性质与特点 

保险学原理作为金融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

的保险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具有基础性、系统性、跨学科性和理论

联系实际等特点。 

基础性：《保险学原理》是一门金融学学科专业核心课，主要学

习保险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对于理解保险行业和保

险业务至关重要。 

系统性：保险学原理课程系统地介绍了保险学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基本运作过程、法律规范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跨学科性：保险学原理涉及到金融、法律、风险管理等多个学科

领域，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质。 

理论联系实际：课程不仅强调理论学习，还注重实践应用，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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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3) 目的要求 

掌握保险基本理论：通过学习，学生应掌握保险的基本概念、

原则、合同、法律规范等基本理论。 

理解保险业务运作：学生应了解保险公司的业务运作流程、风

险管理方法、核保核赔等实际业务。 

风险管理：理解保险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并掌握风险管理的

基本原则和方法。 

法律法规意识：学生应了解保险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树立风险意识，保护客户利益。 

(4) 在本专业中的地位作用 

《保险学原理》在金融学专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保险

业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保险学原理对于理解金融业的运

行和金融市场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

深入学习保险领域的专业知识，拓宽金融视野，培养金融素养。 

(5) 与其他课程的联系和分工 

保险学原理与金融学原理、投资学、风险管理等课程密切相关。

这些课程在金融学专业中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金融学领域的完整知

识体系。例如，金融学原理介绍了金融的基本概念和原则，而保险学

原理重点介绍保险这一重要金融工具的基本理论和运作；投资学课程

主要研究投资组合理论和投资风险管理，而保险学原理侧重于阐述保

险产品的特性和功能；风险管理课程主要研究企业或个人面临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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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及管理方法，而保险学原理重点探讨通过购买保险进行风险转移

的方法。这些课程之间的分工与联系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金融学的

整体知识结构。 

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全面了解保险行业的运作规律和风险

管理方法，掌握保险业务的基本流程和法律法规，实现金融、法律、

风险管理等多个学科专业知识的交叉整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

能力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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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风险与风险管理 

【学习目标】 

能够记忆风险的定义、风险的度量、风险的分类、风险管理的定

义及起源、风险管理的技术、风险管理的目标。 

能够讲解风险的构成要素、风险的特征、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

管理的程序、可保风险。 

能够应用上述知识分析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系。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风险概述 

(1) 风险的定义 

(2) 风险的度量 

(3) 风险的构成要素 

(4) 风险的特征 

第二节 风险的分类 

(1) 按风险的性质分类 

(2) 按风险作用的对象分类 

(3) 按风险产生的环境分类 

(4) 按风险产生的原因分类 

第三节 风险管理与保险 

(1) 风险管理及其起源 

(2) 风险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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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 

(4) 风险管理技术 

(5) 可保风险 

(6) 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系 

【学习重点】 

风险的定义、风险的构成要素、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管理的程

序、风险管理技术、可保风险、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系。 

【学习难点】 

风险的构成要素、风险管理技术、可保风险、风险管理与保险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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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险的本质 

【学习目标】 

能够记忆保险的概念、保险的特征、保险的分类、保险产生的基

础。 

能够区分保险与类似制度及行为的差别。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保险的定义 

(1) 有关保险的学说 

(2) 保险的概念 

第二节 保险的特性 

(1) 保险的特征 

(2) 保险与类似制度及行为的比较 

第三节 保险的分类 

(1) 按保险性质分类 

(2) 按立法形式分类 

(3) 按实施方式分类 

(4) 按保险标的分类 

(5) 按风险转移层次分类 

(6) 按其他方式分类 

第四节 保险的起源与发展 

(1) 保险产生的基础 

(2) 保险起源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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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保险业的发展 

【学习重点】 

保险的概念、保险的特征、保险的分类、保险产生的基础、保险

与类似制度及行为的差别。 

【学习难点】 

保险产生的基础、保险与类似制度及行为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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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险的职能与作用 

【学习目标】 

能够记忆保险的基本职能与派生职能；保险的微观作用与宏观作

用。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保险的职能 

(1) 保险职能说 

(2) 保险的基本职能 

(3) 保险的派生职能 

第二节 保险的作用 

(1) 保险的微观作用 

(2) 保险的宏观作用 

【学习重点】 

保险的基本职能与派生职能、保险的微观作用与宏观作用。 

【学习难点】 

保险的派生职能、保险的宏观作用。 

  



 10 

第四章 保险合同 

【学习目标】 

能够记忆保险合同的定义、合同的特征及形式、保险合同的要素。 

能够讲解保险合同的形式、保险合同的种类、保险合同的主体与

客体、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及争议的解决方式。 

能够应用《民法典》中的相关法律条文分析保险合同的订立、成

立与生效、保险合同履行的要求、保险合同的变更与终止的条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保险合同的特征及形式 

(1) 保险合同的定义 

(2) 保险合同的法律要求 

(3) 保险合同的基本特征 

(4) 保险合同的形式 

(5) 保险合同的基本组成部分 

(6) 保险合同的种类 

第二节 保险合同的要素 

(1) 保险合同的主体 

(2) 保险合同的客体 

(3) 保险合同的内容 

第三节 保险合同的订立与履行 

(1) 保险合同的订立 

(2) 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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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险合同的履行 

第四节 保险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1) 保险合同的变更 

(2) 保险合同的终止 

第五节 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与争议处理 

(1) 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 

(2) 保险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学习重点】 

保险合同的定义、合同的特征及形式、保险合同的种类、保险合

同的主体与客体、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及争议的解决方式。 

【学习难点】 

保险合同的订立、成立与生效、保险合同履行的要求、保险合同

的变更与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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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险的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能够记忆可保利益的定义及构成条件、可保利益原则含义及作用、

最大诚信原则的含义、近因原则的含义、损失补偿的方式、损失补偿

原则的含义。 

能够讲解财产保险的可保利益、人身保险的可保利益、损失补偿

原则在财产保险实务中的特例。 

能够区分代位原则与分摊原则的异同、区分五大原则的应用场景。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可保利益原则 

（应用于所有险种） 

(1) 可保利益及其构成条件 

(2) 可保利益原则的含义及作用 

(3) 财产保险的可保利益 

(4) 人身保险的可保利益 

第二节 最大诚信原则 

（适用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但更偏重投保人） 

(1) 最大诚信原则的含义 

(2) 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近因原则  

（主要应用于理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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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因及近因原则的含义 

(2) 近因原则的应用 

第四节 损失补偿原则 

（只适用于财产类保险） 

(1) 损失补偿原则的含义 

(2) 保险人履行损失赔偿责任的限度 

(3) 损失赔偿方式 

(4) 损失补偿原则在财产保险实务中的特例 

第五节 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原则 

（只适用于财产类保险） 

(1) 代位原则  

(2) 分摊原则 

【学习重点】 

可保利益、可保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近因原则、损失补偿

原则及派生原则。 

【学习难点】 

可保利益与可保利益原则、损失补偿原则及派生原则、代位原则

与分摊原则的异同；区分五大原则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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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产保险 

【学习目标】 

能够记忆财产保险的概念与特征、火灾保险的定义及主要险种、

货物运输保险的定义及特点、飞机保险、海洋货物运输保险的定义、

工程保险及特点、建筑工程保险的概念。 

能够讲解本章相关的知识点，并应用《民法典》、相关保险监管

当局的保险示范合同等实务内容分析交强险和商业机动车保险的特

点。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财产保险概述 

(1) 财产保险及其业务体系 

(2) 财产保险的特征 

第二节 火灾保险 

(1) 火灾保险及其特点 

(2) 火灾保险的主要险种 

(3) 火灾保险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货物运输保险 

(1) 货物运输保险及其特点 

(2) 我国海洋货物运输保险 

第四节 运输工具保险 

(1) 机动车保险的概念 

(2) 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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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业机动车保险 

(4) 飞机保险* 

第五节 工程保险 

(1) 工程保险及其特点 

(2) 建筑工程保险 

【学习重点】 

财产保险、火灾保险、运输工具保险。 

【学习难点】 

结合国内主要保险公司的实务保险合同，分析财产保险、火灾保

险、运输工具保险的特点；应用《民法典》、相关保险监管当局的保

险示范合同等实务内容分析交强险和商业机动车保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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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责任保险 

【学习目标】 

要求记忆责任保险的概念与特征、承保的民事法律责任、责任保

险保险事故成立的条件、责任保险的承保基础。 

能够区分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职业责

任保险的应用场景。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责任保险概述 

(1) 责任保险的概念及特征 

(2) 责任保险的作用 

(3) 责任保险承保的民事法律责任 

(4) 责任保险保险事故成立的条件 

(5) 责任保险的承保基础 

(6) 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责任保险的主要种类 

(1) 公众责任保险 

(2) 产品责任保险 

(3) 雇主责任保险 

(4) 职业责任保险 

【学习重点】 

责任保险的概念与特征、承保的民事法律责任、责任保险保险事

故成立的条件、责任保险的承保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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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难点】 

责任保险的概念与特征、承保的民事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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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 

【学习目标】 

能够记忆信用保险的定义、保证保险的定义特点及种类。 

能够讲解国内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投资信用保险的基本概

念。 

能够区分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的差异。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信用保险 

(1) 信用保险概述 

(2) 国内信用保险 

(3) 出口信用保险 

(4) 投资保险 

第二节 保证保险 

(1) 保证保险的概念 

(2) 保证保险的特点 

(3) 保证保险的种类 

【学习重点】 

信用保险的定义与分类、保证保险的概念与种类。 

【学习难点】 

    区分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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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人身保险 

【学习目标】 

记忆人身保险的概念特点与分类、人身保险的可保利益、人寿保

险的概念与分类、传统型人寿保险的定义与分类、创新型人寿保险的

定义与分类、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概念特点与分类。 

讲解人身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确定原则、

健康保险的种类、疾病及成立条件。 

区分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差别、健康保险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的差别、健康保险与人寿保险的不同。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人身保险概述 

(1) 人身保险的概念与分类（按投保意愿分类、按投保方式分类、按

保障范围分类、按保险期分类） 

(2) 人身保险的特点* 

(3) 人身保险的可保利益* 

(4) 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险的比较* 

(5) 人身保险合同的常见条款：不可抗辩条款、年龄误告条款、宽限

期条款、自杀条款等 

第二节 人寿保险 

(1) 人寿保险的概念与种类 

(2) 传统型人寿保险 

(3) 创新型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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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概念与分类 

(2)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特点 

(3)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确定原则：非本意、突然、外来* 

(4)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 

(5)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金给付 

第四节 健康保险 

(1) 健康保险的概念及特征 

(2) 健康保险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比较* 

(3) 健康保险与人寿保险的不同：性质不同、保费要素不同、保期不

同、给付保险金的基础不同* 

(4) 疾病的成立条件：非先天原因、非外来原因* 

(5) 健康保险的种类 

【学习重点】 

人身保险的可保利益、人身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人寿保险、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 

【学习难点】 

不可抗辩条款、年龄误告条款、宽限期条款、自杀条款、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的确定原则、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险的比较、健康保险与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比较、健康保险与人寿保险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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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再保险 

【学习目标】 

能够记忆再保险的定义、再保险的作用与分类、比例再保险与非

比例再保险的分类、成数再保险、溢额再保险、险位超赔再保险、事

故超赔再保险、赔付率超赔再保险的定义。 

能够讲解并简单计算成数再保险、溢额再保险、险位超赔再保险、

事故超赔再保险、赔付率超赔再保险。 

能够区分再保险与原保险的异同。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再保险概述 

(1) 再保险及其相关术语 

(2) 再保险与原保险的联系和区别 

(3) 再保险的作用 

(4) 再保险的分类 

第二节 比例再保险 

(1) 成数再保险 

(2) 溢额再保险 

第三节 非比例再保险 

(1) 险位超赔再保险 

(2) 事故超赔再保险 

(3) 赔付率超赔再保险 

【学习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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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险与原保险的联系和区别、比例再保险、非比例再保险。 

【学习难点】 

    能够讲解并简单计算成数再保险、溢额再保险、险位超赔再保险、

事故超赔再保险、赔付率超赔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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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保险经营 

【学习目标】 

要求记忆保险经营的特征与原则、保险费率及厘定准则。 

要求讲解保险展业、保险承保、保险理赔、保险投资的概念、保

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要求区分保险展业与保险承保、区分保险防灾与保险理赔的差别。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保险经营概述 

(1) 保险经营的特征 

(2) 保险经营的原则 

第二节 保险费率 

(1) 保险费率及其厘定准则 

(2) 非寿险费率的厘定 

(3) 寿险费率的厘定 

第三节 保险展业与承保 

(1) 保险展业 

(2) 保险承保 

第四节 保险防灾与理赔 

(1) 保险防灾 

(2) 保险理赔原则 

(3) 保险理赔的程序 

第五节 保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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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险投资及其意义 

(2) 保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3) 保险投资的原则及形式 

【学习重点】 

要求记忆保险经营的特征与原则、保险费率及厘定准则、保险展

业、保险承保、保险理赔、保险投资的概念、保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学习难点】 

保险费率及厘定准则、保险展业、保险承保、保险理赔、保险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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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保险市场及其监管 

【学习目标】 

记忆保险市场的概念、特征、要素与模式，记忆保险监管的含义

与目标、保险监管的方式。 

能够讲解保险市场的供给与保险市场的需求。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保险市场概述 

(1) 保险市场的概念 

(2) 保险市场的特征 

(3) 保险市场的要素 

(4) 保险市场的模式 

第二节 保险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1) 保险市场供给 

(2) 保险市场需求 

第三节 保险监管 

(1) 保险监管的含义及其原因 

(2) 保险监管的目标 

(3) 保险监管的方式 

(4) 保险监管的主要内容 

【学习重点】 

保险市场概述、保险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保险监管的含义、保险

监管的目标及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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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难点】 

保险市场的特征、保险市场的要素、保险市场的模式、保险市场

的供给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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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1）大纲与教材、参考书目的关系 

考试大纲是本课程学习和考核的依据，为避免不同教材对相同内

容表述的不一致、从而导致考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本大纲主要参照

推荐教材与参考教材进行了编写，学生在复习过程中以推荐教材为主，

部分内容参照推荐的参考教材（大纲中以*标注），考试内容以大纲

所规定的相关知识点为主，可进行适当的拓展。 

（2）对考核目标的说明 

本课程考试大纲中要求考生记忆、讲解与应用的知识点内容都作

为考核的内容。其中记忆要求学生能够记住相关的专业术语；讲解需

要学生在记忆的基础上能够绘制章节思维导图强化记忆效果，形成知

识的整体逻辑框架，并对相关知识点进行解释，实现记忆知识的升华；

应用主要是运用所学知识区分专业术语的异同、分析并解决实务问题、

进行相应的计算。 

（3）关于教材的使用说明 

学习教材以张虹、陈迪红.保险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 7

月的教材为主；以张栓林.保险学原理（全国考委组编）.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04 年为辅。 

（4）自学方法指导 

本大纲除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外，其他内容均

为重点考试内容，建议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自学：①画思维导图。建议

通过手绘全书思维导图、章节思维导图的方式梳理知识框架，掌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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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知识点间的关系，根据思维导图记忆并讲解相应的知识点，建议

通过讲解实现记忆知识的升华；②参照教材中的课后练习进行自我检

测，到网上下载历年自学考试的试卷进行知识检测；③在中国大学慕

课平台、智慧树平台、学习强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等公开资源中，

搜与《保险学原理》/《保险学》相关的视频课程进行自学。 

（5）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本课程为 5 学分，通常建议学时为 16 学时/1 学分，共计 80 学

时；学生可参加相关高校组织的考前辅导；学生可自行在推荐的中国

大学慕课平台、智慧树平台、学习强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等公开资

源中进行自学。 

（6）关于考试的若干要求 

①本课程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不准使用计算器。 

②本大纲所涉及的学习目标为重点考试内容，学习重点与学习难

点为重点考核内容，但考试内容不限于学习目标所涉及的知识点，各

章节内容均可作为考点。考试命题应覆盖到各章，并适当突出各章节

中的学习重点与学习难点内容，引领学生的能力实现由记忆知识到讲

解知识（初步应用，要求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要更加深入）、再到综

合应用（解决实务、复杂问题的能力）的提升。 

③本课程试题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记忆类

占 40%，初步应用类占 30%，综合应用占 30%（建议关注教材中的实

训题目）。 

④建议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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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难和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建议为：

2:3:3:2。 

⑤课程考试题型可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

解释、简答题、论述题以及计算题等。 

⑥考生应注意考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不是一个概念。在各个

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因此，考生切勿混

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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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书目 

[1] 张虹、陈迪红.保险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 7 月（推荐教

材） 

[2] 张栓林.保险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年版（推荐参考教

材） 

 

 

说明：本考试大纲主要针对金融学专业学生设计，选择的教材名称与

考试的科目一致。虽然目前市场中最新的教材是 2021 年西南财经大

学孙蓉、兰虹主编的《保险学原理》（第五版），但该教材更适合保

险学专业的学生进行学习，故推荐了张虹、陈迪红主编的《保险学原

理》，该教材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教材，出版时间为

2018 年。由于 2020 年中国出台了《民法典》，因此建议结合《民法

典》去进行相关保险法律知识的学习。 


	《保险学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1.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2.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3.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4. 参考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