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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城乡居民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购买保险

的人越来越多。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投保人掌握的

保险方面的知识有限或保险公司故意隐瞒重大实情，以致保

险合同存在对投保人不公平的条款的可能，而且投保人往往

并未意识到这种可能的存在。显然，如果投保人不幸发生了保

险事故，得到的索赔金额可能远远低于他们实际应该得到的

部分。保险索赔就是投保人或其他权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险系统根据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给予其经济补偿或支付保

险金。那么，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保险系统是否公平对

待投保人的保险索赔要求，是否完全履行了保险合同规定的

给付义务呢？

统计抽样方法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评估工具，其中的分

层抽样方法通常用来解决会计总体的参数估计问题。会计总

体的一大特征是其频数分布向右偏，即金额较大的项目数少。

在分层抽样方法下，保险索赔总体的所有索赔事项首先会被

划分到各层中，然后从每一层中随机抽取样本，对抽取的样本

（即索赔事项）进行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来估计两个总体参

数，即正确处理索赔事项的比例和正确处理索赔事项的金额。

如果总体能够被有效地划分为若干同质的层，进行分层抽样

便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参数估计精度。然而，在总体层的结构未

知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必须解决两个极其重

要的问题，即确定层的数目和层间边界值。样本总量分配应该

充分考虑参数性质上的差异与层的内部索赔金额的变异程

度，以使估计参数的抽样误差最小。

一、保险索赔总体及其估计参数

保险索赔总体由向保险系统投保的所有投保人的索赔事

项构成，索赔金额可能是零美元，也可能是数百美元、数千美

元甚至数百万美元。估计参数有两个：一个是保险系统正确处

理的索赔事项占全部索赔事项的比例；另一个是保险系统应

当支付给投保人的索赔金额（又称审计金额或正确索赔处

理金额）。我们可以通过分层抽样对这两个参数进行估计。

二、分层抽样方案

设计总体的分层抽样方案时会面临许多选择。如果总体

层的结构未知，审计人员首先必须选择形成层的分层变量，然

后确定层的数目和层间边界值。样本总量确定后，要将其在各

层间进行分配。比例分配、最优分配和奈曼分配是常用的样本

分配方法，最优分配和奈曼分配能使总体参数估计量的方差

达到最小。科克伦（1977）指出，随着层的数目和分层抽样经费

的增加，参数估计的精度会提高。

马哈拉洛比斯（1952）和汉森（1953）提出了一种确定层间

边界值的方法，就是将每一层的抽样权数与分层变量的平均

值相乘。达拉纽斯和霍基斯（1959）提出，将分层变量频数分布

平方根的累计数划分成相等的区间而得到近似的最佳边界

值。艾克曼（1959）通过使每一层的抽样权数与层的范围的积

相等而得到层间边界值。荷斯（1966）研究了有关保险索赔总

体的四种样本分配法和四种边界值构造法。罗贝克等（1977）

对会计总体抽样进行了经验研究，他们采用四个会计总体从

而产生了几个具有不同误差率的研究总体，并且得出了参数

估计者对总体可能实施的行为（在不同抽样方案下）。他们的

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分层抽样方法对会计总体参数进行估计

会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

三、案例分析

本文引用1997年美国明尼苏达州保险索赔的例子进行分

析，具体资料见表1：

我们从表1中不难看出，频数分布向右偏，也就是金额较

大的索赔事项少，而且每笔索赔金额差异很大，是典型的会计

总体。

我们的目标是收集相关证据来评价保险系统对投保人索

索赔金额区间（美元）

0

0.01 ~ 1 000

1 000.01 ~ 10 000

10 000.01 ~ 100 000

100 000以上

索赔项目数

2 259 067

6 732 691

140 829

8 103

111

表1 某季度索赔金额总体概括性统计数据和频数分布

分层抽样方法在保险索赔处理

正确性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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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了保险索赔处理正确性的评价问题，指出如果总体层的结构未知，可以使用达拉纽斯和霍基斯方法

确定层间边界值，采用比例分配和最优分配的方法将样本总量在层间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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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事项的处理是否公正（以一个季度为例）。保险系统对投保

人索赔的处理结果见表2。

在本文研究中，将误差定义为索赔金额和审计金额之差。

如果审计金额大于索赔金额，表明保险系统少支付投保人的

索赔款，这称为“支付不足金额”，即为负误差；如果审计金额

小于索赔金额，表明保险系统多支付投保人的索赔款，这称为

“超额支付金额”，即为正误差。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总体发生

这两类误差的概率在2%~4%之间。

那么，索赔金额是否与误差发生的概率有显著关系呢？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收集到这方面的证据。本文研究提出两个假

设：第一，总体各个部分的误差率在统计上是相同的，与索赔

金额没有直接关系；第二，超额支付金额不会超过索赔金额，

而支付不足金额则可能超过索赔金额。

1. 计算样本总量n。样本总量来自三个类型层：第一类型

层，索赔金额为零的层；第二类型层，索赔金额非零的层；第三

类型层，索赔金额特别大但项目很少的层。

（1）计算样本量nao（na）。当索赔金额被分成两类（正确索

赔金额和错误索赔金额）时，样本量使用公式（1）和（2）计算。

nao=（Z琢/2/d）2P（1-P） （1）

其中：Z琢/2为显著性水平琢下正态分布的临界值，d为抽样

极限误差（可允许误差），P为总体中正确索赔金额所占的比

例。

na=nao/［1+（nao-1）/N］ （2）

在总体容量N不是特别大时，用公式（2）计算，否则用公

式（1）计算。

（2）计算样本量nb。当正确索赔金额用区间表示时，其样

本量使用公式（3）进行计算。

nb=（NZ琢/2SD/d）2 （3）

其中，d为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确定的抽样极限误差，

SD为总体索赔金额的标准离差。

（3）计算样本量nc。首先确定较大索赔金额的分界点，然

后将所有超过这个分界点的索赔金额列入样本，即100%抽

样。在通常情况下，审计人员依据工作量大小或分配到金额较

大索赔层的资源量确定分界点。本文研究以100 000美元作为

分界点。

（4）确定样本总量n。计算完三个样本量之后，首先将na按

比例P0（总体中索赔金额为0的索赔事项所占比例）分配到第

一类型层，然后取（1-P0）na与nb中的较大值作为第二类型层

的样本量，最后将nc作为第三类型层的样本量。这样，样本总

量按公式（4）计算。

n=P0na+Max［nb，（1-P0）na］+nc （4）

为了提高总体的参数估计精度，通常需要更大的样本量，

但这受资源的可获取程度的限制。那么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就是通过审计人员的判断来确定样本总量。尽管如此，样本总

量至少应该为“na+nb”，以达到总体的参数估计精度。

2. 确定层的数目与层间边界值。分层抽样的一个重要内

容是对分层变量进行选择。本文研究以索赔金额作为分层变

量，这是因为：一是数据容易得到；二是能够直接根据数据来

计算总体参数估计量。

分层抽样理论表明，非正态总体（会计总体）层的数目超

过20层时，再增加层的数目，估计精度不会再提高；正态总体

层的数目以6为限。本文研究将保险索赔总体分为10层。

本文研究采用达拉纽斯和霍基斯方法确定层间边界值，

具体分六步进行。第一步，确定索赔金额的区间数目L。L越大，

层间边界值越小。第二步，确定索赔金额的每一个区间i（i=1，

2，3，…，L），其宽度记为棕i，每个区间的宽度不一定相等，具体

根据频数分布确定。第三步，计算每一个区间i的索赔数目Ni。

第四步，计算每一个区间i的频数函数f（y）=棕i伊Ni、 f（y）以及

每一个区间i的累计频数函数。第五步，计算 f（y）的累计数。

第六步，将 f（y）的累计数除以计划的总层数H（本文研究中

为10层），某一层的边界值就是层间边界值。

3. 样本分配。通常采用比例分配法或最优分配法对样本

进行分配。如果各层抽样比相等，就使用比例分配法。不难理

解，比例分配法适用于对总体的正确索赔金额比例的估计，因

为估计的比例在总体的各个部分被假定是近似相等的。

如果索赔金额在各层之间差异较大，就使用最优分配法，

也就是说，估计总体的正确索赔金额时使用最优分配法较为

恰当。最优分配法根据各层索赔金额差异的大小适当分配样

本量，由于索赔金额较大的层的差异也大，所以应该分配比较

大的样本量。对于索赔金额较大的层应当100%抽取样本。

本文研究将保险索赔总体分为10层，其中：第1层样本量

为P0na；第10层样本量为nc；第2 ~ 9层的样本量使用公式（5）或

公式（6）确定。如果（1-P0）na=nb，就使用公式（5），否则用公式

（6）。

nh=（NhSh/ NhSh）伊nb （5）

nh=（NhSh/ NhSh）伊（1-P0）na （6）

样本分配结果见表3。

4. 总体的正确索赔金额比例及金额总和的估计。

（1）总体的正确索赔金额比例的估计。估计量 按公式

（8）或公式（9）计算。具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使用公式（7）计

算所有层的正确索赔金额的估计量 ；第二步，使用公式（8）

或公式（9）计算 。公式（9）是对公式（8）的修正。

= vhi （7）

其中：当h=0时，n0=na；当h=H+1时，H=9，nH+1=nc。

P̂

V̂

P̂

蒡
H+1

h=0
蒡
nh

i=1
V̂

蒡
H

h=1

蒡
H

h=1

项 目

索赔总额

平均数

标准离差

偏度

最大值

最小值

金额（美元）

806 400 496

117.17

1 209.73

115.04

672 796.59

0

表2 索赔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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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审计理论研究的阶段划分

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过程划分为四

个阶段：淤1980~ 1985年为借鉴和学习他国的审计理论阶段；

于1985 ~ 1993年为传统的审计理论研究阶段；盂1993 ~ 1999

年为审计理论的系统化研究阶段；榆1999年至今为构建审计

理论研究的新模式阶段。这可以用下图表示：

二、各阶段的特征分析

由于理论发展受不同时期的环境特征影响，因此我们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审计理论研究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时将着

重考虑如下因素：淤社会经济背景；于经济管理体制；盂研究

方法；榆研究内容的主要指向。

1. 借鉴和学习他国的审计理论阶段（1980 ~ 1985年）的

特征。这一阶段正值审计制度在我国的恢复时期，人们对现代

审计各方面的认识才刚刚起步。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是对其

他国家实施的审计制度及审计经验、审计理论进行借鉴和学

习。

1980年 2月，《会计研究》对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于当

构建审计理论研
究的新模式阶段

审计理论的系
统化研究阶段

传统的审计理
论研究阶段

借鉴和学习他国
的审计理论阶段

至今1999年1993年1985年1980年

我国审计理论研究的阶段划分图

我国审计理论研究各阶段的特征分析

李文贵

渊浙江财经学院 杭州 310018冤

【摘要】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

希望能为我国未来的审计理论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审计理论研究 研究阶段 特征

层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层间边界值（美元）

0

0 ~ 40

40~ 110

110 ~ 250

250 ~ 650

650 ~ 1 570

1 570 ~ 3 960

3 960 ~ 10 430

10 430 ~ 100 000

100 000以上

各层分配的样本量

31

32

47

34

39

39

39

39

89

111

表3 分层及样本分配结果

=（ /n） （8）

= +（ /2）/（n+ ） （9）

在置信概率（1-琢）伊100%下，的置信区间为：

依Z琢/2 （1- ）/n

（2）总体的正确索赔金额总和的估计。我们可以使用差异

方法进行估计。首先使用公式（10）计算Xh：

Xh= Xhi （10）

然后使用公式（11）和（12）计算 和杂圆（ ）：

= ［Xh+Nh（yh-xh）］ （11）

杂圆（ ）= { （1-nh/Nh）［1-nh（nh-1）］［ （xhi-xh）2

+ （yhi-yh）2-2 （xhi-xhyhi+xhyh）］} （12）

最后，在置信概率（1-琢）伊100%下，的区间可根据公式

（13）确定。

依Z琢/2 杂圆（ ） （13）

5. 计算结果。使用公式（8）计算得出保险系统正确索赔

金额的比例 =97%；利用公式（12）计算得出保险系统正确索

赔金额 =798 107 160（美元）；正误差为11 525 104美元，负误

差为3 231 76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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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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