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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银保监会批复同意中再产险成立中再

巨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巨灾科

技”）。据了解，中再产险拟出资7000万元人民币，

占比70%。

科技之于巨灾保险，不仅将深刻改变其服务

的组织方式，而且也将同样深刻改变风险的管理

模式。

组织创新促协同
巨灾保险事关国计民生。由于我国是世界上

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深入开展巨灾风

险研究，充分发挥保险、再保险在巨灾风险管理

中的重要作用，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

系是保险业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银保监会指出，中再产险应督促中再巨灾科

技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并完善与中再

巨灾科技的风险隔离制度、关联交易规则等各项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防范风险传递，定期

上报非保险子公司情况和投资管理情况，“遇有

重大或突发事件，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履行报

告义务”。

无数经验已经证明，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是

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在目前的体制下，尽管大多数险企内部设有

科技部、IT等部门，但与科技公司的企业文化、

年龄构成、薪酬激励制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

别，独立运营或能更有利于进行技术探索，这是

很多企业把科技独立出来的一个重要考量，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

俊生指出，“（中再巨灾）科技公司独立化之后，

更有利于本身发展。”

而除了这一层考虑，对于中再而言，可能还

有更为深层次的考虑，即对旗下各子公司实现完

善布局、分别定位、协同发展的目标。可以说，

中再巨灾科技公司既是为中再打造专业的科技平

台，也是完善其价值链的重要体现。在这个意义

上，其成立不仅将对集团拓展新业务领域、构建

发展新动力层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将对业务创

新、国际化战略实施、集团整体发展布局产生积

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再巨灾科技成立不久，

中再巨灾风险管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业已获中国

银保监会批复同意设立。与此同时，7月 27日，

中再集团旗下中再产险与大地财险又拟对长城资

产进行战略投资，以加强合作、互通有无，实现

渠道互补，同时逐步提升中再集团在不良资产管

理以及项目投资管理方面的能力。这些无疑都会

加快中再在业务拓展方面的的深度和广度。

创新驱动、因时而变已经成为保险行业的共识。作为我国唯一的国有再保险集团，
中再集团在巨灾保险业务方面持续努力推进，相信这次组织与科技的双重创新
将再次推动其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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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中再巨灾科技的经营发展情况还有

待观察，其内部各价值链的整合则需进一步磨合。

科技赋能防巨灾
如果把视野放宽到整个保险行业，不难发现，

从“智慧人保”到“数字中再”、“数字太保”，

再到平安布局“金融+科技”，创新驱动、因

时而变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有再保险集团，中再集团

近年来在巨灾保险业务方面已有一系列动作。

2017 年 6月，中国再保险巨灾研究中心正

式成立，致力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开展合作，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打造中国保险行业开放式的

巨灾研究平台，提升行业整体的巨灾风险管理能

力、促进中国巨灾保险的发展。

2017 年 9月，中再集团继 2013 年发布国内

首条财产险风险曲线后，再次发布一组风险曲

线——中国首组水险风险曲线。

2017年年末，中再集团推出再保险行业首个

巨灾研究专业平台——中再巨灾平台CRP1.0，

为直保公司提供巨灾风险识别、风险地图、灾害

预警、历史灾害回放、风险累积控制、在线会商

等服务。

今年5月，中再集团发布了我国首个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地震巨灾模型。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巨灾数据库、开发

巨灾模型与定价工具、开发巨灾产品，通过对接

国家战略，服务政府需求、满足直保公司核心诉

求，同时通过科技创新，向行业输出专业服务与

技术，正是中再的行动目标。

虽然技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科技的运

用可以让风险管理、查勘定损变得更高效、更经

济，并助推风险管理实现从存量管理到减量管理

的转变。

一般而言，在巨灾保险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

工作至关重要。一是建立巨灾数据库。完善巨灾

行业数据库是进行量化分析、巨灾模型构建的重

要前提条件，也是增强再保险服务能力的技术基

础。二是建立巨灾模型。要汇聚多方力量，共同

研发适用中国本土的地震、台风、洪水、农业等

巨灾风险评估模型，开发巨灾定价工具，提升巨

灾风险的管理能力。

由于巨灾的特殊性，巨灾领域的研究更离不

开科技的赋能和数据的积累。正因为如此，中再

对于巨灾科技的渴求自然在情理之中。

据了解，中再已与多家科研机构开展合作，

如中央气象台、中国地震局、中国农科院等，共

同研究开发气象指数模型、地震巨灾模型、农作

物产量损失评估模型以及主要农作物产量与气象

灾害评估模型，为有关产品的保险定价、风险识

别、业务组合优化和风险累积管理等提供关键技

术支撑。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未来有多少可能性，

还要看创新整合的能力有多强。

科技的运用可以
让风险管理、查
勘定损变得更高
效、更经济；组
织创新和制度创
新则是进一步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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