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金融学院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大纲 

《保险专业基础》 

 

《保险专业基础》是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

考试科目，《保险专业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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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金融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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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专业基础》考试科目由经济学、金融学基础和

保险学原理构成。其中经济学占40%、金融学基础占20%、

保险学原理占40%，考试满分为150分。 

一、经济学考试范围（占总分40%）  

（一）需求、供给与市场均衡 

1、需求与需求函数，需求定律，需求量的变化与需求

的变化； 

2、供给与供给函数，供给量的变化与供给的变化； 

3、弹性的定义，点弹性，弧弹性，弹性的几何表示； 

4、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 

5、市场均衡的形成与调整，市场机制的作用； 

6、需求价格弹性与收益。 

（二）消费者行为理论 

1、效用的含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基

本假定； 

2、总效用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3、无差异曲线、预算线与消费者均衡； 

4、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三）生产理论 

1、生产函数，短期与长期，边际报酬递减法则； 

2、总产品、平均产品与边际产品，生产的三阶段论； 

3、等产量线、等成本线与生产者均衡，生产的经济

区； 

4、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 

（四）成本理论 

1、会计成本与经济成本，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 

2、短期成本函数与短期成本曲线族； 

3、长期成本函数与长期成本曲线，规模经济与规模不

经济，规模报酬的测度与变化规律； 

4、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的关系，成本曲线与

生产函数的关系。 

（五）宏观经济学基础 

1、国民收入核算； 

2、GDP的概念与核算范围； 

3、GDP的三种计算方法； 

4、GDP与GNP的关系。 

二、金融学基础考试范围（占总分20%）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1、货币的起源与货币形态变迁； 

2、货币的本质及形式； 



3、货币的职能； 

4、货币制度构成要素； 

5、货币制度类型。 

（二）信用 

1、信用的主要形式及其含义、特点和作用； 

2、信用工具的种类及特点； 

3、信用对经济的影响； 

4、利息率的定义及种类； 

5、决定和影响利息率变化的因素； 

6、利率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 

1、金融市场的概念、基本要素及分类； 

2、金融市场的功能； 

3、各类货币市场上的交易活动； 

4、金融工具的种类及作用； 

5、资本市场上各类证券的发行与交易。 

（四）金融机构 

1、金融机构的概念、种类； 

2、现代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3、各类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和功能。 

（五）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 

2、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3、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4、货币政策工具； 

5、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三、保险学原理考试范围（占总分40%）  

（一）风险与保险 

1、风险及其特征与类型； 

2、风险管理与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风险处理的方法

和可保风险的构成； 

3、保险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分类，商业保险与类似行

为的联系和区别； 

4、保险基金； 

5、保险的职能与作用； 

6、保险的形成与发展。 

（二）保险的基本原则 

1、最大诚信原则； 

2、可保利益原则，各类保险的可保利益； 

3、损失赔偿原则，被保险人请求损失赔偿的条件，保

险人履行损失赔偿的限度，代位追偿权的产生和行使的条

件，委付的成立条件； 

4、近因原则； 

5、运用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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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3、保险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4、保险合同的订立与有效性； 

5、保险合同的履行； 

6、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与争议处理； 

7、保险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 

（四）保险经营 

1、保险经营的特点与原则； 

2、保险费率的构成与厘定、保险费的计算与保险金额

的确定； 

3、保险展业与承保； 

4、保险赔偿与给付； 

5、保险准备金与偿付能力； 

6、保险经营涉及的财务指标及其测算。 

（五）保险市场 

1、保险市场的构成，原保险市场与再保险市场； 

2、保险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3、保险市场的组织形式； 

4、保险市场的管理，政府监管与行业管理的内容； 

5、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