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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灾害天气频

发。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出现多轮强降雨，

部分地区发生洪涝地质灾害。特别是 7 月 20

日至 21 日河南郑州等地突遭特大暴雨侵袭，

河南多地受灾严重，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

成严重损失，涉及面广且受灾严重。河南省

政府新闻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 日

12 时，全省共有 150 个县（市、区）1663 个

乡镇 1453.16 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30616 户

89001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1635.6 万亩，成

灾面积 872.3 万亩，绝收面积 380.2 万亩，直

接经济损失达 1142.69 亿元。

一方面，保险赔付起到了为群众灾后生活恢复和企业复工复产雪中送炭的作用；
另一方面，保险业估损金额仅占直接经济损失的大约十分之一，仍有巨大的提
升空间。

文  | 郭金龙   朱晶晶

与管理中的作用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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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发生后，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迅速

发布《关于支持防汛救灾加强金融服务工作

的通知》，要求保险业全力做好保险理赔服务。

河南省内各保险公司和分支机构迅速排查相

关财产及人员的承保情况，设立理赔绿色通

道，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应赔尽赔、早赔

快赔。截至 8 月 10 日，河南保险业共接到理

赔报案 50.14 万件，初步估损 114.49 亿元。

不难看出，一方面，保险赔付起到了为

群众灾后生活恢复和企业复工复产雪中送炭

的作用；另一方面，保险业估损金额仅占直

接经济损失的大约十分之一，仍有巨大的提

升空间。

补偿多种损失
暴雨洪水灾害给河南省受灾地区造成了

人员伤亡、车辆受损、房屋倒塌、农田被淹、

企业经营中断等一系列损失，保险企业积极

履行赔付义务，同时也积极参与救灾减损，

充分体现了保险业在风险管理、应对和损失

补偿上的重要作用，其中最为主要的作用还

是对损失的补偿。

首先，补偿了人身伤害与个人财产损失。

此次河南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 302 人遇

难、50人失踪。相关的保险产品有人身意外险、

医疗保险、人寿保险等，可以承保因暴雨洪

水灾害就医的花费，或对暴雨洪水导致的意

外身亡进行补偿。各公司按照有利于保险消

费者的原则，通过取消定点医院限制、放宽

用药范围、降低医疗险起付线、精简各类证

明材料、启动特案预赔等多种方式，简化理

赔流程和手续。截至 8 月 10 日，河南省共有

28 家人身险公司受理客户因灾报案 427 起，

初步估计赔付金额 4348.74 万元，其中已完成

赔案 182 起、赔款 2941.6 万元。

由于暴雨导致的积水、内涝以及洪水等

次生灾害，给个人财产造成的损失中，机动

车相关损失是最普遍且与日常生活最贴近的。

自 2020 年 9 月 19 日车险综合改革正式实施，

我国机动车商业保险产品（以下简称“车险”）

基本覆盖了暴雨、地震、台风、洪水等主要

巨灾风险。2020 年 9 月车险综合改革后的车

险产品，默认对车辆被淹的损失以及发动机

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的直接损毁承担赔偿责

任。截至 8 月 10 日，河南省因暴雨灾害导致

的车险报案 23.81 万件，估损金额 63.9 亿元。

如果说车险是最普遍的财产险，那么个

人最重要的财产——家庭住房所对应的产品

就是家庭财产保险（以下简称“家财险”）。

家财险的保障范围是居民住宅的主体结构、

室内附属设施（如房屋内部的供暖、卫生、

供水、管道煤气及供电设施等，也包含门窗

损坏、屋顶损坏）以及家庭室内财产的损失，

基本保障责任是火灾和爆炸，可进一步扩展

至暴雨、龙卷风、雪灾等自然灾害。暴雨发

生后，郑州市中原区、高新区、管城区、金

水区等区政府为居民购买治安家财保险一事

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截至 8 月 10 日，河南省

因暴雨灾害导致的家财险报案 24.39 万件，估

损金额 6.01 亿元。

其次，补偿了企业财产与收入损失。

暴雨洪水对企业的财产和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非常严重，与之相关的保险产品

包括企业财产保险、营业中断保险和工程保

险等。企业财产保险承保企业的厂房、设备、

产品等损失和必要抢救费用。其中基本险主

要承保火灾和爆炸等风险，综合险和一切险

一般会涵盖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营业中

断保险则是承保企业营业受到干扰或中断导

致的毛利润损失。此外，工程保险会对建筑

过程中的建筑物、物料、设备以及安装过程

中的设备等进行承保，通常也会包含暴雨等

风险。暴雨发生后，保险公司调配专业人员、

公估机构积极开展查勘定损，建立大灾快赔

从总量上看，我
国的保费规模已
经位列世界第
二，但代表人均
保险费额的保险
密度和代表保费
收入占 GDP 之
比的保险深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
均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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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均有较大差距。2020 年，我国这两项指标

分列全球第 42 位和第 35 位。

其中，我国财产险发展明显不足。随着

经济水平的提升，我国保险业提供的风险保

障水平不断提高。财产险的承保风险涵盖了

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标的来看，

80%以上的可保风险属于财产险的承保范围，

因此，财产险业务是保险业发挥风险补偿作

用、风险管理职能乃至社会风险治理职能的

重要方式，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

非常重要。2019年我国财产险保费收入为1.16

万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为 3.09 万亿元，财

产险保费收入占比仅为 27.29%。2018 年美国

财产保险业务的净保费收入为 6180 亿美元，

人身保险业务净保费收入 6006 亿美元，财产

险保费收入占比为 50.71%。可以看出，我国

保险业财产险相较于人身保险业务发展明显

不足。

二是从险种结构看，险种多样性不足，

发展不均衡。我国责任险、企业和家庭财产

保险发展不充分。财产险方面，我国车险业

务一险独大的现象尤为突出，2019 年我国财

产险行业中车险保费收入占比为 62.91%，为

第一大险种；其次是保证保险、健康保险、

责任保险和意外险，占比为 5%~6%。其中，

保证保险、农业保险的比重逐年上升，责任险、

企业和家庭财产保险的发展仍不充分，家财

险在财产险中的比重不足 1%，没有为个人和

企业的生产生活活动提供足够的保险保障。

三是巨灾保险市场发展不足，巨灾风险承

保能力有限。目前我国的巨灾保险市场存在

较强的政府依赖问题，巨灾风险向再保险市

场和资本市场转移的能力较弱，保险业巨灾

风险的规模较小、承保能力不足。在保险业

的赔付支出中，我国保险业在自然灾害中的

赔付比例仅为 10% 左右，明显低于全球保险

绿色通道，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为基建工程

及企业客户灾后重建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

8 月 10 日，河南省各保险公司向 2199 家企业

支付赔款 3.14 亿元，向 86 个工程项目支付赔

款 3576.8 万元。

最后，补偿了农民农业生产损失。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均处在国内前列，同时河南也是自然灾害高

发的省份。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包括种

植险和养殖险，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农

业保险产品多样、覆盖率也较高，承保范围

包括了玉米、花生、大豆、小麦、水稻、棉花、

能繁母猪、奶牛等。农业保险通常可分为成

本补偿型和收入 / 价格补偿型：前者补偿种

养期间的物料成本和生产成本，后者还会补

偿农民的收入损失。因暴雨导致农作物被淹，

养殖场所牲畜因灾丢失、死亡，均可由农业

保险进行赔付。截至 8 月 10 日，因暴雨灾害

农险报案 1.15 万件，估损金额 4.92 亿元，已

决赔付 8618 件，向 7.79 万农户支付赔款 3.13

亿元。其中，花生保险报案估损 1.83 亿元，

已决赔款 1.08 亿元。

总体不足与结构失衡
虽然保险业在此次灾害中发挥了重要的

风险补偿作用，预计理赔金额超过 100 亿元，

但总体来看，保险能够补偿的损失占预计总

损失金额的比例仅为 10%。这较 2008 年汶川

地震时已有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保险业

在巨灾风险中的赔付比例相比还处于较低水

平。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保险业整体发展不足，保险密度、

保险深度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从总

量上看，我国的保费规模已经位列世界第二，

但代表人均保险费额的保险密度和代表保费

收入占 GDP 之比的保险深度，与发达国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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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立足本国国情，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

的巨灾风险保障体系。

需要大力发展年金保险以及责任险、企

业和家庭财产保险。

年金保险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寿

风险以及弥补养老保险不足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但这些险种目前保费比重严重偏低，需

要大力发展。

家庭财产保险及与家庭财产风险保障相

关的巨灾保险、住房贷款保险等，对保障居

民家庭财产安全、降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和

管理社会风险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居

民家庭财产规模巨大，是一个有着数亿户潜

在家庭客户的市场。同时，随着居民保险意

识的增强，一家财险为载体，也可以为意外

险和责任险等其他个人分散性业务的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认真分析家庭财产的风险状况

和客户的需求，对传统的家财险产品进行改

良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家财险的承保范围和

保障程度，将为财产保险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需要发挥保险业的风险治理职能。在保

险的损失补偿功能之外，还应当发挥保险业

在灾前防治、灾中救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保险公司在风险事故预警、损失评估、风险

救助等环节具有一定的经验和专业技术团队，

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联合相关部门整合地震、

洪水等主要风险数据，通过“大云物移”等

技术手段，更好地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数据

支持。因此，应当将商业保险机构纳入灾害

事故防范救治体系，加强政府与保险公司的

信息共享与协作，让保险不再只是充当灾害

发生后的“提款机”。

业 40% 左右的赔付比例。例如，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 8452.15 亿

元。灾后一年内，保险业处理有效赔案 23.9

万件，合计赔付 16.6 亿元，占损失比重不足

1%。在灾难面前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救助，

保险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必需品和风险治理助手
保险是经济的“减震器”和“压舱石”，

是社会的“稳定器”，在我国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的征途上，保险应当成为居民

生产生活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后盾。

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险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让保险逐步成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我国

保险业与老百姓生产、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

应提高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倡导个人树立

保险意识。对于公众能够自己承担，且能够

基于大数法则进行分散的、在保险公司承保

能力范围内的风险，尽可能提高居民的参保

程度，以人身意外险、健康险、家财险等险

种构筑针对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对于经济能

力不足的低收入群体，继续推广普惠型险种，

或可让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到社会救助体系当

中，利用保险的杠杆作用，提高民政救助资

金的使用效率。

需要尽快启动巨灾保险全国试点，发挥

保险的巨灾风险管理功能。结合现有巨灾保

险试点的经验，加快全国性巨灾保险立法，

健全巨灾保险制度设计，成立全国性的巨灾

保险基金，明确保险公司、政府在巨灾风险

中的损失分摊机制，提高商业保险参与巨灾

保险的积极性和承保能力。从日本、新西兰

和美国的经验来看，由于巨灾保险的特殊性，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有直接介入或间接支持。

通过立法、中央及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

充分发挥国家的支持作用，制定有效的政策

应当将商业保险
机构纳入灾害事
故防范救治体
系，加强与保险
公司的信息共享
与协作，让保险
不再只是充当灾
害发生事后的
“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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