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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作为编者，我曾考虑，做一个“CII 会员专访栏目”是否有“卖花赞花”

之嫌？ 

 

一段日子采访后，我清楚看见，经过时间考验，在 CII 会员受访者身上沉

淀下来的——“时间馈赠”。 

 

CII 体系之美，需要长时间沉浸学习后方可深刻体悟。过程有理念冲突，

有心理煎熬，有烦躁，也有焦虑，当然也有茅塞顿开、融会贯通、突破旧

有知识框架的喜悦与成就。 

 

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背景，但在成就专业这件事情上，殊途同归。

由此，对于开篇的问题，我有了答案：我们都是先闻到了花香，才决定靠

近的。 

 

因为 CII 这个平台，有幸遇见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这里说说自己的故

事，把你的真实感受呈现，因此取名【大家说】，愿彼此为伴，攻克煎

熬，终成“大家”。 

 

大家说  ACII 陈松林  

 

 

陈松林 ACII 



现任劳合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高管团队成员，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主

要参与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组织协调市场发展及品牌运营策略、

组织强化公司业务渠道运营与管理等。 

 

Career History 职业历程 

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加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险部，

长期从事再保险领域的工作，包括分出保险、法定分入再保险、国内及国际分

入再保险、商业分入再保险等； 

 

1999 年担任中保再保险公司法定业务部特险处副处长，开始迈入管理者行

列；2006 年，担任中再集团市场业务部总经理； 

 

2009 年起，担任中再集团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兼首席承保官，期间作为中方

管理团队主要成员参与了劳合社第一家中资背景的辛迪加 2088 的筹备与

设立；2013 年 9 月加入劳合社中国管理团队至今。 

 

正文|受访者自述 

图片|受访者供图 

 

 

CII 考试的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保险这门学问将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的重

要性，更加注重“学中干，干中学”，学以致用，不断总结，只有这样才

能稳稳扎根下来，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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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 

CII 是我走上保险专业发展道路的指路灯 

 

我大学的专业是外国语言文学，尽管大学期间选修了一些金融保险课程，

但相关知识较为碎片化。1993 年，毕业后幸运地被当时的人保总公司录

取。 

 

当时部门里有前辈已经在参加 CII 考试，而且因工作性质的关系，在外事

交往时经常看到老外的名片上很多都印着 ACII 甚至 FCII 的专业头衔，我

逐渐了解到 CII 会员在国际保险圈的地位。 

 

为了能尽快提升自己的保险理论和实务水平，缩短与有专业背景的同事之

间的差距，我决定尝试报考 CII 资格考试。 

 

1997 年，得益于当时人保公司富有远见的人才培养计划，我参加了公司组

织的 CII 报考资格选拔内部考试。当年的考试费用公司是可以报销的，想

要报考 CII 的人员比较多，加上有语言上的问题，我们那年就先办了一次

内部选拔。我顺利通过了内部选拔考试，获得了 CII 正式的考试资格。 



 

从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正式报考 CII， 到 2000 年 4 月完成最后一门考

试，我大概用了 2 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共 10 门课程的考试。2000 年下半

年，我终于拿到了 ACII 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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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故事 

繁忙的业务续转和考试复习的双重压力，必须很好地克服才能两不误 

 

受益于大学时期打下的英文基础，参加 CII 全英文的考试并没有让我感到

特别煎熬（当时还是全英文考试），但这并不意味着考试的过程很轻松。

特别是对 “半路出家”、仅有 3 年左右工作经验的我来说，CII 的国际

化、现代化保险理论与实践知识体系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我把大量的业余时间投入进去，甚至在临考阶段挑灯夜战。任何成果的取

得都必须付出代价，只是方法和渠道不同而已。 

 

当时我负责每年 10 月份续转的公司民航大机队分保安排，而 CII 年度第

二次考试也是在 10 月份，繁忙的业务续转和考试复习的双重压力必须很

好地克服才能两不误，整个备考经历对我职业初期抗压能力的提升帮助很

大。 

 

除了必修的课程外，我选择了与自己实际岗位职责联系较为紧密的再保

险、航空险和理赔等课程，将学习到的知识随时在工作中加以运用，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再保险和航空险两门课程方面我还拿到了优秀

(distinction)的成绩。 

 

通过 CII 考试的系统培训，我的保险理论体系架构逐步趋于完整，对不同

保险产品类型的认知程度有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在与我工作关联度较高

的专业领域，能力提升更加明显，使我后期职业发展中直接受益。 

 

更加重要的是，CII 考试的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保险这门学问将理论与实

践深度结合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学中干，干中学”，学以致用，不断总

结，只有这样才能稳稳扎根下来，立于不败之地。 

 



 

 ACII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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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 

现金流加投资的再保险逻辑尚能维持需求的满足 

但其脆弱性显而易见 

 

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经历了 1992 年以友

邦重返中国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和 2001 年中国入世之后外资保险和再保险

公司资本快速涌入的第二阶段后，当前中国正处于保险和再保险市场的进

一步开放进程，中外保险资本的融合将不断深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

互动发展也会更趋明显。 

 

中国再保险市场通过 20 多年的发展，无论是机构主体的数量还是业务规

模都取得很大的进展，专业再保险公司的数量已经有 13 家，2018 年再保

险费规模达到 1069 亿元。但相比于数万亿规模的直保市场而言，我国再

保险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再保险是公认的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保险分支，同时也最快速反应国际再保

险的变化趋势，感受国际市场周期变化的冷暖。 

 

然而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国际财产再保险市场在 911 恐怖袭击、2005 和

2012 年的美国飓风和日本地震、泰国洪水等重大事件后经历了明显的周期

变化，国内再保险市场却始终“波澜不惊”，持续整体疲软。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直保市场产品结构导致，非车险占比不高，保险

渗透率不足；二是巨灾风险投保意识不足，保障不充分；三是再保险承保

能力结构性过剩，再保险产品供给多样化不足，需求挖掘不充分。 



在资本市场活跃且回报率有支撑的情况下，现金流加投资的再保险逻辑尚

能维持需求的满足，但其脆弱性也显而易见。 

 

囿于长期疲软的资本市场和低迷的利率水平，加上连续几年居高不下的巨

灾损失，特别是 2020 年新冠疫情保险损失的意外打击，国际再保险市场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硬周期特点，国际保险风险资本开始重新在全球布局，

快速坚挺的欧美市场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承保能力。 

 

今年的合约续转中，国内保险公司已经开始感受到国际市场供给侧坚挺的

影响。未来随着国内产险市场结构调整和专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再保险

需求将逐步提升，对再保险服务的要求也将更趋多样化和专属化，国内国

际再保险市场的联动关系也会逐步加强。 

 

 

-希冀- 

 

承受各种压力完成并通过资格考试 

这样的人是值得托付重担的 

 

保险公司应该学习华为精神，加大对人才技术的投资，摒弃一些“短平快

“的发展观念。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保险公司应该重视员工职业生涯

建设，鼓励年轻员工在岗培训和参加有含金量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并对

考试通过且表现优异的人员给予透明快速的上升通道。 

 

过去的一二十年，随着包括 CII 在内的国际保险资格认证在国内的普及，

国内保险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涌现了一大

批在核保、理赔、精算等领域的领军人物，推动了中国保险人才与国际行

业标准接轨的进程。 

 

我认为，立志参加高水平的国际行业资格认证考试，首先显示的是一个人

的进取心和敬业责任感，也反映出他对自身所从事行业的一份信任与信

心。而能够承受各种压力，完成并通过资格考试，也证明了一个人坚定的

职业信念和执着的个人追求，这样的人是值得托付重担的。 

 

希望更多的年轻同行们加入 CII 大家庭，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断加持个

人价值！ 

 

再次鸣谢：ACII 陈松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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