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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咋国 嗯晌 月匕寻七以兑月阵斗汽下可洲卜

月开 袭刁 率介习卜
口

举

段开龄

西方的保险业于清朝后期 年代 随着海洋贸易渗透入中国南方广州之后
,

中国人
“
师夷夷技以制夷 ” ,

于 年创设第一个新式的股份公司即“

轮船招商局“

与洋商轮船公司竞
争

,

以保获利益
。

之后
,

招商局又于 年开设
“

保险招商局 ” ,

是为中国人 自办保险业的开始
。

这以后
,

保险业在中国的发展
,

断断续续
,

中间停顿了近三十年
,

而于 年方再重新恢复
。

即

使如此
,

保险业在中国百余年的发展和经营
,

也只是
“ 东施效举 ” ,

并没有建立在合理的及科学

化的基础之上
,

症结所在是国人从事于保险业者
,

对于所谓“保险 ”
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

更没有
了解到“精算学

”
对于保障经营的重要性

,

因此
,

从一开始
,

就没有了引进这项重要的知识及技

术
。

中国教育的改革及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
,

自 年开始
,

瞬近百年的历史
,

在这一世纪之

中
,

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西方学科
,

自基本的数理化
,

以至于最新的核能发电及宇航天际 但对历

史悠久的精算学
,

独付阅如
,

这项高等教育的空 白
,

也直待百年之后的今
日

,

方始逐渐填补
,

自 年代的中叶
,

精算学方始在一个人的独立努力之下
,

有计划及系统

性的引进中国
,

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在太平洋的两岸研习这门学科
。

年 月 日在天津市南开大学举行的一项隆重的庆仪中
,

北美洲精算学会的现任

会长将精算师资格证书颁发给两位中国青年
,

南开大学金融系教师罗雨和本届精算研究班毕

业生之一的李奇
。

这在中国保险业发展的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历史过程中
,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
,

结束了中国没有精算师的历史
,

而最近一次的精算学会考试成绩
,

已于 年 月中旬揭

晓
,

据以计算
,

又有七人通过了全部初级精算师资格考试
,

合并计算
,

共有九人取得精算师
, ,

高级精算师
, ,

的资格
。

这是百年以来中国的第一批获得国际公认资格的精算师
,

宁不可喜
这批精算师之在中国出现

,

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

年中美复交之后
,

我重回阔别三十

年的祖国访间和探亲
,

在这之前的三十年中
,

我在美国大学执教
,

从事于现代管理教育
,

侧重于

企业风险管理及保障业的经营
,

因此
,

在初回祖国的几次讲演之中
,

我给中国倡行的
“ 四个现代

化 ”之外
,

提出了“管理现代化 ”
的重要性

。

之后
,

中国的保险业于 年恢复
,

但人材缺乏
,

较

之其它各行各业
,

犹为严重
,

有见于此
,

我觉得而也认定我所能作出贡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
,

尤其是保险业的现代化
,

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及技能的新式人材
。

首先
,

我于 年就开始着手为上海财经大学及其他学校培养师资
,

协助一些年青教师
来美进修

,

研习现代管理及保险知识
,

然而
,

究竟为数有限
,

即使他们学成回国之后
,

也难作出

有所影响和贡献
,

在透视国内的实际情况之后
,

基于参与创办
“
黄河大学 ”的经验

,

决定在国内

推展保险教育
,

大量培养现代保障经营及管理的专门人材
,

但是保障业的经营及管理的范围庞

大
,

又从何着手 回溯中国保险业一百年五十年来的断续发展史实
,

一直未能纳入正轨
,

主要的

原因是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科学化的基础之上
,

这因袭了中国过去保险业的“

特色 ” ,

保险公
司没有精算部门

,

也没有主干经营人员的精算师
。

因此
,

我确切地认识到
,

为推展中国保险事业



的现代化
,

必须首先致力于将其奠基在科学化的基础之上
,

并从引进精算学及培养合格的精算

师着手
。

自 年的 月开始
,

我就与国内各大学接触
,

建议设立精算学课程
,

同时也在美国争取

北美洲精算学会 的合作和支援
。

经过两年的酝酿和努力
,

促成南开大
学和北美洲精算学会于 年 月签订合作协议

,

在南开创设
“
精算学研究学程

。

这一学程的建立具有双重 目标 一为中国各大学培养
具有现代知识的精算学师资 也为中国培养达到 国际水平的精算师

,

首属精算班于 年
月 日开学

,

招收了 名研究生
,

并为其他学校代培师资
,

由精算学会选派美国及加拿大大学

教师前往南开授课
,

课程的设置
,

以我执教的天普大学 精算学硕士学程
为依据

。

首届精算研究生于 年 月毕业
,

由南开大学授于硕士学位 同年 月又在精算学会
的继续支援之下

,

续办第二届精算研究生班
,

同时取得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 的

资助
,

于 年春季在南开设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精算学会考试中心
,

同年 月举行第一次考

试
。

两年之中的前后四次考试
,

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批精算师
。

由于南开精算学程的影响
,

中国有关人士乃对精算学及其重要性有所认识
,

首先是中国人
民银行所属的湖南财经学院于 年秋季增设大学本科的精算学程

,

同时选派教师赴南开及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学习

。

之后复旦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
、

上海财经大学等校也相继于这两
、

三年
内开始增设本科精算学程

。

而在北京
,

财政部属下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

也与英国的精算学会
合作

,

于 年秋季开授精算学程
。

北京大学
、

东北大学
、

西南财经大学等校也相继开授精算
学科或设立专业

,

于是现代的精算学
,

在中国从东北到西南
,

欣然地漫延发展 , 因此
,

也开始填
补了百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空缺

。

中国于 年开始对外开放以后
,

又大量选派留学生来美学习
,

而数以十万计的留学生

中
,

只有为数几名是来学保险的
。

反而是为数众多的留学生中
,

于来美之后
,

认识到了美国大学

中的
“

精算学 ” ,

尤其是过去学习数学
、

统计学及其他有关学科的学生
,

逐渐改研精算学 或于毕

业之后
,

进入美国的保险公司工作
,

开始接触到了精算工作的实务
。

大概是于 年至

年期间
,

我开始在国内努力推展精算教育的时候
,

留美的若干中国学生也开始参加了精算业的

行列
,

也相继出现了二
、

三十名的 这和 。年后期及 年代初期
,

自发来美的中国留

学生改习精算学的过程相辉映
。

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精算学领域
,

也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
。

清

华大学毕业生洪令德 年赴美留学
,

年成为北美洲精算学会的高级会员
,

, 。 ,

他是中国留美学生来美后取得这项高级资格的第一人
。

安徽大
学毕业生陈仁宝 年赴美留学

。 ‘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

成为中国留美

学生中的第一名保险学博士
。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孟兴国 年赴美留学
,

在费城天普大
学攻读风险管理及保险学

,

今年也获得了保险学博士
。

年初中国大陆旅美的精算师
,

为沟通联系
,

互相切磋及合作
,

组织了一个联谊会
,

这

个新的联谊会将成为中国大陆旅美精算同行之间交流学术
、

技能及信息的桥梁
,

用以帮助成员

在美生活
、

工作和事业的发展
。

但更有意义的是
,

通过这个联谊会
,

各个成员 个别的或集体

的 和大陆同仁联系合作
,

用以促进祖国保险及金融业的发展及现代化
。

联谊会于 年 月间派了代表前往南开参加庆典
,

并陪同北美精算学会代表团在北

京
,

访间了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
,

也去外地访问了若干学校
,

包括中国人民大学
、

北京大学
、

湖
南财经学院

、

复旦大学及上海财经大学 等校
,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

深愿旅美联谊会同仁继续不

断的努力
,

协助 中国的保险业和金融事业
,

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奠定科学化的基础
,

并为促

成祖国的这些重要的经济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合理建树及现代化作出有效的
、

有意义的贡献
。

联

谊会的成员也应与国内新兴的精算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及合作
,

协助于近期内在国内成立中国

精算学会
,

在神州大地巩固发展精算教育及精算职业 责任编样 向运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