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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重大灾害，巨灾保险保障功能

凸显 
 

近期，我国多省市遭遇洪涝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和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国家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

视，从多个方面加强对防汛抗洪工作的支持。面对突发灾害，

保险公司迅速反应，及时启动大灾理赔应急响应预案，为客

户提供快速理赔服务。保险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减震器”

和“稳定器”，保障功能凸显，已经在我国多地试点的巨灾

保险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防汛救灾工作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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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重大灾害，巨灾保险保障功能凸显 

近期，我国多省市遭遇洪涝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国家

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从多个方面加强对防汛抗洪工作的支持。面对突发灾害，保险公司迅速反

应，及时启动大灾理赔应急响应预案，为客户提供快速理赔服务。保险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减震

器”和“稳定器”，保障功能凸显，已经在我国多地试点的巨灾保险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防

汛救灾工作的有力补充。 

一、应对重大灾害，巨灾保险是政府救助的有力补充 

巨灾保险，是指对由于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灾难性事故，如地震、

飓风、海啸等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提供保障的风险分散制度。通常具有发生频率低、预

测困难或难以精确预报、一旦发生将造成重大损失等特点。目前，我国的巨灾保险主要分为政策性

农业巨灾保险、地震保险和洪水保险等。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各类巨灾损失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

1.3亿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3270.9亿元。 

今年7月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24省（自治区、直辖市）

2385.7万人次受灾，31人死亡失踪，203.9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据应急管理部统计，7月以来，洪

涝灾害已造成1.6万间房屋倒塌，15.1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478千公顷；直接经济

损失643.9亿元。 

面对重大灾情，中央会议指出，要精心谋划灾后恢复重建，及时下拨救灾资金，调运救灾物资，

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及时抢修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组织带领受灾群众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要支持受灾的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统筹灾后恢复重建和脱贫攻坚工作，对贫困地区

和受灾困难群众给予支持，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无论是应对新冠疫情，还是防汛救灾，政府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在应对

重大灾害时主要采用“举国体制”，发挥政治和社会制度优势，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

助精神，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的应对了巨灾带来的冲击，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但另

一方面，巨灾造成的损失较大，完全依靠政府救助必然会对国家财政造成较大压力，影响政府资金

预算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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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和“稳定器”，在应对重大灾害时，能够缓解灾后政

府救助的财政压力，依据合同约定进行损失补偿，兼具公平与效率，使人们树立起正向积极的防灾

意识，减少社会经济损失。 

在洪涝灾害中遭受损失的投保人，可以通过包含洪水风险责任的保险产品进行理赔，相关产品

主要包括车险、企财险、家财险、农险等。截至7月10日，广东、广西、江西、重庆、四川、湖北、

安徽、贵州等灾情较为严重地区因灾共接到理赔报案18.6万件，估损金额56.2亿元，已赔付20.9

亿元。 

二、巨灾保险试点稳步推进，体制机制日渐完善 

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2019年，灾害事件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为1460亿

美元，保险损失为600亿美元。极端天气是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经济发展

加剧了损失程度。 

近年来，为了有效应对重大灾害，减少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发挥商业保险的保障功能，我国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快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推进巨灾保险试点工作。 

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完善保险经济

补偿机制，提高灾害救助参与度。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标志着

巨灾保险制度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安排。 

2016年5月，原保监会、财政部等部门共同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

案》，45家财产保险公司根据自愿参与、风险共担的原则，发起成立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

险共同体。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产品全面销售，标志着我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

制度落地。 

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

善中央层面自然灾害管理体制机制。发挥保险等市场机制作用，完善应对灾害的金融支持体系，扩

大居民住房灾害保险、农业保险覆盖面，加快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参与灾害治理，

培育和提高市场主体参与灾害治理的能力，鼓励各地区探索巨灾风险的市场化分担模式，提升灾害

治理水平。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巨灾保险试点，主要包括综合性的公共巨灾保险、

居民住宅地震保险、巨灾指数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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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于2014年率先推出《深圳市巨灾保险方案》，将暴雨、雷击、洪水、龙卷风等15种灾害纳

入保障，每人每次灾害最高可获得10万元人身伤害救助费用，每次灾害总限额20亿元。2019年，每

人每次灾害责任限额被提升至25万元。 

2015年，广东在全国首创巨灾指数保险，并在湛江等10个试点地市落地。以政府作为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以触发巨灾的参数如连续降雨量、台风等级等作为支付赔偿的依据，在上述参数达到一

定阈值时，保险公司无需进行查勘定损即可向政府支付相应保险赔付金额，有效提高了试点地区的

救灾效率和整体抗风险能力。以清远市为例，2020年度合同保费1030万元，在5-6月期间，当地遭

受强降雨灾害天气，部分地区受灾较为严重，期间强降雨受灾指标两次超过赔付标准，按照合同约

定，预计可获赔付约8000万元，是强降雨巨灾保险在清远落地以来数额最大的一笔赔款，为政府开

展灾难求助、灾后公共设施修复重建等提供了资金保障。 

巨灾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探索满足各地差异的巨灾保险保障需求。2020年4月10日，上海保

险交易所正式上线由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部分成员联合开发的中国城乡居民住

宅台风洪水巨灾保险产品。该产品的保障对象为城乡居民住宅、门窗屋顶等室内附属设施，以及家

庭室内财产，在发生台风灾害（由国家气象部门发布的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达到32.6米/秒

以上的热带气旋）、洪水灾害（在各省范围内由省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Ⅳ级或以上应急响应

时的山洪暴发、江河泛滥、城市内涝、潮水上岸或倒灌等）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时，造成一定损失

的可获得赔偿。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的最高保额不超过100万元，城镇住宅最低保额为每户5万元，

农村住宅最低保额为每户2万元。 

通过保险业参与灾害防治与救助，将应对重大灾害的政府救助模式转向以商业保险为主的事前

安排，能够充分发挥保险业在灾害评估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各地的试点工作初步建立针对灾害的评

估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综合防灾减灾工作体系，也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政策性普惠型

保险产品的获得感，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我国巨灾保险发展距离成熟还有很大空间 

从巨灾保险的试点工作来看，我国已经取得了大量积极成果，为未来巨灾保险制度完善，以及

全面推广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建议

积极协调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研究出台地震、洪水、台风等巨灾保险的支持政策，支持指导地方政

府结合当地特点积极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健全完善巨灾保险制度，推动巨灾保险普及，更好发挥保

险在地震、洪水、台风等巨灾中抗灾救灾的作用。 



 

6 / 6 

我国巨灾保险产品供给缺口较大。与常规的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不同，巨灾保险事件的发生

难以准确预测、造成的潜在损失也不容易准确估量，这就导致保险公司在产品开发环节困难重重。

尽管巨灾事件发生概率较小，若连续多年未发生相应的风险事件，保险公司收取保费可产生较高的

盈余，而一旦产品设计不合理，发性巨灾风险事件时，保险公司将面临巨大的赔付压力。因此，保

险公司在参与巨灾保险保障时会特别慎重。再加上巨灾保险具备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保险公司作

为商业机构，仅靠其一己之力难以推动该险种长期发展。 

2020年7月16日，为了规范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经营活动和金融服务，银保监会发布

《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金融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保险产品开发和供给方面，

《办法》指出，保险公司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形成的社会风险保障需求，及时开发保险产品，增加巨

灾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等业务供给。 

我国巨灾保险长期面临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是巨灾保险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将直接影响政

策效果。较低的投保率不利于发挥保险机制在灾害中的补偿作用，也制约了灾后重建资金来源渠道

的拓宽。监管机构在解决好保险公司产品设计、产品供给等问题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保险产品需求

侧的引导和培养。 

当前，我国居民的巨灾保险知识普及不够。尽管巨灾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大，但发生概率小，

出于短期经济利益考虑，人们更容易抱有侥幸心理，不太愿意主动购买巨灾保险来转移风险。加上

我国应对重大灾害的一贯做法是靠国家力量无偿救援，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购买巨灾保险的

动力，从而导致投保率不高。因此，要逐渐调整现行的巨灾损失补偿机制，改变过度依赖国家救济

的预期，让每一位公民参与到巨灾预先防控机制当中，提升风险保障意识，从而降低巨灾造成经济

社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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