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保险专业基础》025500 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目的  

《保险专业基础》是保险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主要考察考生掌握

经济学、金融学和保险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的水平，注重考查考生运用相关

原理与方法分析经济、金融和保险领域的现象和解决相关问题的综合能力，达到

甄别优秀考生以进一步学习保险专业知识，提升保险理论和保险实务操作技能的

目的。 

二、考试范围 

《保险专业基础》科目的考试范围包括经济学基础、金融学基础和保险学原

理三部分的内容。其中，经济学基础包括：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

场理论、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决定、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金融学基础包括：金融资产、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保险

学原理包括：风险、风险管理与保险、保险合同、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公司经

营管理、保险市场与监管。 

三、考试基本要求 

《保险专业基础》科目的考生应该深入理解经济学、金融学和保险学的基本

知识和基础理论，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理论来分析相关专业领域的常见现象和具

体问题。知道我国乃至世界在经济、金融和保险相关领域发生的重大现象和热点

问题，并能够综合运用经济、金融和保险专业理论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 分钟 

（三）各部分内容考查比例：经济学基础、金融学基础和保险学原理三部分

占比约为 30%、20%和 50%。 

（四）题型及分值 



1.名词解释，6 小题，共 30 分； 

2.简答，5 小题，共 50 分； 

3.案例分析，2 小题，共 30 分； 

4.论述，2 小题，共 40 分。 

五、参考书目 

1.张连城编著，《经济学教程》（第三版），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 年； 

2.冯瑞河、王德河主编，《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年； 

3.庹国柱主编，《保险学》（第七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六、需要说明的问题 

1.少数考试内容指定参考书目中没有介绍，考生需要自己查阅其他专业书

籍。 

2.经济学基础、金融学基础和保险原理三部分的考查比例仅供参考，命题教

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小幅调整。 

3.论述题一般情况下为三选二。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 

 

一、经济学基础 

（一）消费理论 

1.【理解】效用、总效用、边际效用的含义； 

2.【掌握】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剩余； 

3.【熟练掌握】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与消费者均衡； 

4.【理解】需求与需求函数、需求量的变化与需求的变化； 

5.【熟练掌握】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的含义及应用； 

6.【了解】了解价格－消费曲线和收入－消费曲线； 

7.【掌握】恩格尔曲线和恩格尔系数； 

8.【理解】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二）生产理论 



1.【理解】生产函数、短期生产函数和长期生产函数的含义； 

2.【掌握】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3.【理解】总产品、平均产品与边际产品的含义； 

4.【熟练掌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企业生产的三阶段理论； 

5.【熟练掌握】等产量线、等成本线与生产者均衡； 

6.【掌握】规模收益的类型及其变化规律； 

7.【理解】供给与供给函数，供给量的变化与供给的变化； 

8.【了解】市场均衡的形成与调整，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成本理论 

1.【理解】成本函数、会计成本、机会成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2.【掌握】短（长）期成本函数与短（长）期成本曲线族； 

3.【理解】总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 

4.【了解】不同需求条件下的收益曲线； 

5.【熟练掌握】利润最大化均衡条件和停止营业原则。 

（四）市场理论 

1.【理解】市场的不同类型及其特征； 

2.【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的短（长）期均衡； 

3.【了解】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的厂商（行业）供

给曲线； 

4.【了解】古诺模型、斯威齐模型和卡特尔模型； 

5.【理解】理解不同类型市场的效率； 

6.【理解】市场失灵和政府的作用。 

（五）国民收入的核算和决定 

1.【掌握】经济活动水平的衡量； 

2.【了解】国民收入核算的方法； 

3.【理解】均衡产出、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 

4.【理解】简单国民收入的决定； 

5.【熟练掌握】乘数及其作用。 

（六）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 



1.【理解】投资函数、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 

2.【掌握】产品市场的均衡和 IS 曲线； 

3.【掌握】货币市场的均衡和 LM 曲线； 

4.【掌握】IS－LM 模型（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利率的决定与变动）； 

5.【了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2.【熟练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本工具和类型； 

3.【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在稳定器； 

4.【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数量效应和时间效应； 

5.【理解】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6.【熟练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 

二、金融学基础 

（一）金融资产 

1.【理解】信用工具、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 

2.【理解】金融资产的基本特征与分类； 

3.【掌握】货币的类型和货币层次； 

4.【掌握】现代信用的基本形式； 

5.【熟练掌握】票据、信用证、债券、回购协议、股票和外汇的含义和种类； 

6.【理解】金融衍生资产的定义及其产生发展的原因； 

7.【熟练掌握】金融远期、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金融互换的含义及种类。 

（二）金融中介机构 

1.【理解】金融中介机构的含义、种类和功能； 

2.【掌握】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表外业务； 

3.【熟练掌握】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创造； 

4.【理解】中央银行的产生、性质和功能； 

5.【掌握】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和基础货币； 

6.【了解】共同基金的种类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的业务种类。 

（三）金融市场 



1.【掌握】资金融通的方式； 

2.【掌握】金融市场的含义、要素、分类和功能； 

3.【理解】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 

4.【了解】有效市场假说； 

（四）金融制度 

1.【掌握】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2.【掌握】货币制度的演变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阶段； 

3.【理解】汇率和汇率制度的定义、汇率制度的类型； 

4.【理解】金融监管制度的构成要素和类型； 

5.【理解】金融监管的原则、目标和内容； 

6.【熟练掌握】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附属资本和资本充足率。 

三、保险学原理 

（一）风险、风险管理与保险 

1.【理解】风险和风险单位的含义、风险的特征； 

2.【掌握】风险的组成要素和分类； 

3.【理解】风险管理的定义与目标； 

4.【熟练掌握】风险管理的程序与方法； 

5.【理解】可保风险的理想条件、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系； 

6.【理解】保险的含义、性质、功能和产生的条件； 

7.【掌握】保险的一般分类。 

（二）保险合同 

1.【理解】保险合同的特征、分类和形式； 

2.【理解】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与内容； 

3.【掌握】保险合同订立的程序； 

4.【熟练掌握】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和保险责任开始； 

5.【理解】保险合同的无效和效力补正； 

6.【理解】保险合同双方义务的履行； 

7【熟练掌握】保险合同的撤销与解除、保险合同的中止与终止.； 

8.【掌握】保险合同的解释和争议处理； 



（三）保险的基本原则  

1.【理解】保险利益的性质和成立的条件； 

2.【掌握】保险利益原则及其意义； 

3.【理解】保险利益的种类及保险利益的存在、转移和消灭； 

4.【理解】最大诚信原则的含义和产生的原因； 

5.【熟练掌握】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和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后果； 

6.【理解】近因原则的含义； 

7.【掌握】近因的判断方法和近因原则的适用； 

8.【理解】补偿原则的含义、意义和限制条件； 

9.【理解】代位追偿的含义和意义； 

10.【熟练掌握】保险人取得代位追偿权的要件和代位追偿权的行使； 

11.【理解】物上代位和委付； 

12.【熟练掌握】分摊原则的含义和分摊的方法。 

（四）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1.【理解】保险经营的特征和原则； 

2.【理解】保险产品定价的数理基础和原则； 

3.【了解】寿险产品和非寿险产品的费率厘定； 

4.【掌握】保险公司的营销（展业）管理、承保管理、理赔管理和防灾防损； 

5.【了解】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非寿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的

计提； 

6.【理解】保险资金的来源、投向和运用的组织模式； 

7.【掌握】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内容和财务报表的种类； 

8.【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评价指标和应用。 

（五）保险市场与监管 

1.【理解】保险市场的含义、特征和分类； 

2.【理解】保险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3.【理解】保险监管的含义、目标、体系和方式； 

4.【理解】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含义和偿付能力监管的意义； 

5.【熟练掌握】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主要内



容； 

6.【了解】完善“三支柱”监管的协调机制。 

 

第三部分    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 

风险管理 

解题思路：首先，用一两句话写出准确的名词概念。其次，需要在理解的基

础上对概念作适当拓展。例如，本题可以指出风险管理的基础和关键，风险管理

与保险之间的关系。 

二、简答 

简述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之间的关系。 

解题思路：首先，分别解释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的

概念。其次，画图指出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之间的关系。

特别需要指出短期边际成本曲线将向上依次穿过平均变动成本曲线和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的最低点。这意味着，在此之前，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小于平均

变动成本、短期平均成本；在此之后，随着产量的继续增加，边际成本大于平均

变动成本、短期平均成本。（也还可以利用成本函数及其导数来说明三者之间的

关系。）再次，需要简要指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指导作用。 

三、案例分析 

2012 年 5 月，个体商户孙女士名下的甲、乙两机动车在外出进货途中由于

能见度差发生追尾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乙车对事故负全责，甲车无责。在此次

交通事故中，甲、乙两车分别损失 1 万元和 2 万元，无人身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

孙女士的这两辆车分别向 A、B 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损失险、交强险和

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均为 5 万元）。 

请根据以上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甲、乙两车的损失分别由哪个（些）险种承担赔偿责任，为什么？ 

（2）保险公司对甲车的损失赔偿之后是否可以行使代位追偿权，为什么？ 

解题思路：（1）首先，甲乙两车因追尾而发生交通事故，也就是说两辆车因

碰撞而发生损失。“碰撞”属于机动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责任，因此甲乙两车的



机动车辆损失险需要对各自的车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交强险和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保险都属于责任保险，其承保被保人造成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以外第三人

的损害，在法律上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属于被保险人造成自身的损害，

没有第三人，因此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再次，

甲乙两车的损失全部由各自的车辆损失保险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保险合同中约定

的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无效，因为该条款在本案中损害了

被保险人的利益，同相关法律相冲突。 

（2）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损失保险项下对甲车的损失赔偿之后不能享有代

位追偿权。因为本案中事故责任人是被保险人本人，也不存在引发保险事故的第

三人，保险人不能对被保险人本人以及其家庭成员或者组织成员行使代位追偿

权。 

四、论述题 

2013 年 8 月 1 日，中国保监会下发《关于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有

关事项的通知》，从 8 月 5 日开始普通型寿险预定利率由保险公司按照审慎原则

自行决定，不再执行 2.5%上限的规定。 

请谈一谈你对普通型寿险产品预定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认识。 

解题思路：首先，指出普通型寿险产品预定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和意义；

其次，指出普通型寿险产品预定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市场规模、市场结构、保险公

司经营管理以及保险监管的影响；再次，指出保险消费者、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

机构的应对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