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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新冠肺炎疫

情突袭，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

胁的重大时刻，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

举全国之力对抗疫情，在全球率先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取得人类抗疫史上的“中国奇迹”。

其间，我国保险行业也在积极响应，迅

速行动。

护航实体经济

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截至 4月

10日，保险行业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总额达3.76

亿元。同时，保险机构积极开展保险产品捐赠，

向全国各地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

受人们风险意识和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整体影响，保险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过程中
的保障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仍有较大挖掘潜力。

文  |  邵运州

创新机制，保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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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支出的视
角看，今年上半
年各级财政共安
排疫情防控资
金1756亿元，保
险在参与社会治
理、分担财政压
力方面仍有较大
挖潜空间。

新闻工作者、警察等公职人员，以及社区工作者、

志愿者、电力和物流等保障生活正常运行的相

关行业员工赠送新冠肺炎相关的保险保障产品。

据中国银保监会披露，截至 2月 28日，全行业

累计捐赠保险保额达 15.7 万亿元。

为有效应对疫情，保险公司纷纷将新冠肺

炎责任免费纳入相关产品保障范围。据中国银

保监会披露，截至 2 月 24 日，有 68 家财产保

险公司通过扩展产品责任等方式开发了 600 多

款保险产品，70 家人身保险公司在不增加保费

的前提下，将 1210 款产品责任范围扩展到新冠

肺炎，惠及大量保单持有人。同时，保险公司

纷纷推出合理降低赔付条件的相关举措，如减

少等待期、扩大定点医院范围、降低免赔额等，

有效提升了保单持有人的保障权益。

为帮助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保险公司及时推出减免保费、延长保险期

限等有力举措，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例如，上

海地区的保险公司将雇主责任险、营业中断险、

团体意外险、团体健康险等相关险种责任范围

扩展至新冠肺炎，并免费延长保险期限，有效

减轻企业负担。又如，北京 6 家保险公司为全

市 5.68 万家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险保单免费延

期 90 天，减免保费 2709 万元，提供风险保障

3075 亿元。其中涉及年保险费在 2000 元及以

下的小微企业 4.84 万家。

为全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保险行业从企

业风险保障的现实需求出发，积极协同政府相

关部门，创新保险产品，陆续推出政策性复工

防疫保险、复工复产综合责任险、“小微企业

卫士”组合保险、小微 E 保、新冠肺炎新药临

床试验责任保险、餐饮安心保、复工安居畅游

保险等创新产品，有效提升了企业保障额度，

助力企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时，保险行

业加大服务创新力度，陆续推出各种专项服务

举措。例如，财产保险公司推出的服务安全生

产企业的“十项举措”、服务出口企业的“六

大举措”等；又如，人身保险公司推出的专家

在线咨询、在线问诊、视频医生、电话心理咨

询等无接触式健康管理服务等。

保障作用有待深化 

然而，相对于社会整体的风险保障需求而

言，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从社会经济损失视角看，据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统计数据，截至 5 月 18 日，保险行业抗疫

专属理赔累计 19.71 万件，累计赔付金额 4.39

亿元，相对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整体

经济损失而言，损失补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针对疫情的商业保险整体保障力度不足。从财

政支出的视角看，今年上半年各级财政共安排

疫情防控资金1756亿元，保险在参与社会治理、

分担财政压力方面仍有较大挖潜空间。

一是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有待深化。

作为兼具社会性与市场性的制度安排，保险是

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有力手段，能够有效平衡

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助力政府

风险治理、防灾防损和救灾救济的重要力量和

资源配置平台。近年来，保险行业在服务国家

治理现代化方面主动作为，积极创新，取得不

错成效。然而，相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保险

的新定位和新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公

共卫生治理领域，保险的服务保障作用相对有

限，保险行业融入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服

务理念有待加强。

二是缺乏助力公共卫生治理的长效机制。

针对此次疫情，保险行业积极创新保险产品供

给，出台创新服务方案，为服务社会抗疫，特

别是支持恢复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

保险行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更多是基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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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大大增
强了政府和社会
的风险意识，将
有助于推动公共
卫生领域保险渗
透率的总体提
升。

品和模式层面，尚未从助力构建长效化机制的

高度将保险充分融入服务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

系的大局。只有将保险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治理

体系，从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社会风险

保障的现实需求出发，才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有效应对各项风险挑战。

三是跨行业协同与商业模式创新力度不

足。公共卫生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

要财政、卫健、应急等多部门协同应对。因此，

在推动保险服务公共卫生治理的过程中，要做

好跨行业的部门协同，确保资源共享，提升资

源使用效能，协同做好社会整体风险防控。同

时，良好的机制落地还需要保险行业积极创新，

推动商业模式变革，以创新动能助力开拓公共

卫生治理的新局面。

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巨灾保险机制

为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社会带来

的巨大风险冲击，保险行业应主动求变，积极

创新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长效机制，

充分发挥保险保障作用，倡导风险主动管理与

减量管理理念，推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由风险

应对型向风险治理型转变，积极服务国家公共

卫生治理现代化。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坚持顶层设计与政保合作。建议保险

行业积极践行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推动将保

险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框架。在操作模

式方面，可采用政保合作模式，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化运作，各司其职，形成市场与政府的有

效互动与互补，充分发挥保险保障作用。

二是建立多层面和长效化的风险保障机

制。基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创新理念

与现实需求，建议保险行业推动建立起国家、

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 / 个人三个层面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保障体系，助力平滑政府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财政支出，分散财政

压力，降低企业在疫情期间的风险暴露，减少

风险损失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冲击。通过常态化、

主动式的风险保障体系，为政府、社会、企业、

家庭提供全方位的风险保障，为社会经济的正

常运转保驾护航。

三是搭建丰富、多元、立体的创新产品与服

务体系。建议保险行业积极开展保险产品与服务

体系创新，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长效

机制落地。如针对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

风险保障需求，可创新开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救助保险，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

程中的救灾安置、紧急救援、善后处置等相对小

额的应急费用财政支出波动风险提供风险保障；

在企事业单位的风险保障层面，围绕企业、医疗

机构、承运人、教育机构等，可创新推出系列涉

疫保险产品，助力复工复产复学。

总体来看，保险在此次抗疫特别是支持经

济社会恢复正常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但受人们风险意识和所处的经济发展

阶段的整体影响，保险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

理过程中的保障作用发挥不充分，仍有较大挖

掘潜力。与此同时，此次疫情大幅增强了政府

和社会的风险意识，将有助于推动公共卫生领

域保险渗透率的总体提升。保险行业应主动作

为，积极担当，创新保险保障机制，积极构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长效机制，推动公

共卫生治理向风险减量管理和主动型风险管理

转变，助力降低公共卫生领域的整体风险暴露，

减少社会风险损失，参与推动国家公共卫生治

理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责任信用保
险部副总经理、英国皇家保险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