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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然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超 3600 亿元。我国巨灾风险还具

有“复杂、多发、集中”的特点，70% 以上的城市、50% 以上

的人口分布在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

以及部分内陆省份经常遭受台风侵袭，东北、西北、华北、西南、

华南等地均不同程度面临洪涝的威胁。

而李云泽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进一步表示，“我们将推动

健全多方参与的巨灾保险保障体系，指导保险机构发挥风险管

理专业优势，做好事前防灾、事中减灾、事后救灾”。

很多人可能对“巨灾保险”并不熟悉，“巨灾保险”主要

是指通过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而

保险公司则根据大数原理利用损失分摊的原则通过跨行业、跨

地区的投保人降低风险并获得收益，也可以利用再保险的分保

方式进一步分摊风险。在我国实践中，巨灾保险又根据性质不

同分为政策性巨灾保险和涵盖巨灾责任的商业性保险。

而商业性的巨灾保险在我国发展相对缓慢——2008 年汶川

地震时，中国的商业保险赔付率是 0.11% 左右。到了 2010 年的

玉树地震和 2011 年初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商业保险承担的损失

达到 1% 左右。2021 年的河南特大暴雨灾害，这个比例是将近

5%。

事实上，巨灾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其发展离

不开政府的支持——2014 年，国内明确提出“完善保险经济补

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并在多地开展试点；2015 年 4 月，

在政策指导下，40 多家保险公司组建了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

巨灾保险共同体；2016 年 5 月，原保监会、财政部联合印发《建

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选择地震灾害

为主要灾因，以住宅这一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为保障对象，

在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方面开展实践探索；今年 3 月 26 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印发《关于扩大城乡居民住宅

巨灾保险保障范围 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提出“支持商业巨灾保险发展”“充分满足各地

区差异化风险保障需求”。据悉，《通知》要求，每项保险责

任的保险金额最高不超过每户 100 万元，超过 100 万元则可以

由商业保险补充。

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巨灾保险的规模在过去十年间快速

增长。来自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再产险”）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广东、广西、山东、深圳、宁波等

多个省（区）市根据当地灾害特点和保障需要，陆续建立地方

性巨灾保障制度。2014 年至 2023 年，地方巨灾试点保费的年

当全球气候如同《三体》中的“乱纪元”——极端天气频

发之际，针对自然灾害的巨灾保险制度也愈来愈受到各

国政府的重视。

遗憾的是，我国巨灾保险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存在风

险保障不足的问题。6 月 19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

记、局长李云泽在 2024 陆家嘴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介绍，从全

球平均水平看，重大灾害事故的损失中，40%左右由保险业承担，

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 10% 左右。

即便如此，今年极端天气迄今为止造成的保险赔付金额也

很惊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3 日

12 时，相关地区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 1.84 万件，报损金额 6.19

亿元，涉及车险、企财险、农险、意外险、农房保险等险种。

各相关保险机构已向受灾现场累计投入人力近万人次，派出查

勘救援车辆超 5000 辆次，目前已赔付和预赔付金额 1.05 亿元。

与此同时，用来对冲极端天气风险的巨灾债券虽然只诞生

了 30 多年，却愈来愈赢得全市场的青睐。根据新华财经援引

巨灾债券分析机构 Artemis 的估算数据，2024 年上半年，全球

巨灾市场发行规模超过 110 亿美元，有望大幅超过历史同期纪

录。

在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曾旭东教授看来，巨

灾债券作为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交易，可以吸引资本市场的资

金进入保险市场，大大提高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从而提高再保

险和保险供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高巨灾保险的覆盖面。

巨灾保险保障有待提高

相比较全球 40% 的平均水平，我国在重大灾害事故中的损

失由保险承担比例仅为 10%。对此，曾旭东在接受《新民周刊》

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明显比发达国家的自然灾害

保险覆盖率偏低。比如非洲和南美等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偏低，

而像欧美国家就很高，如美国就在 60% 以上。另一方面，和国

情有关。毕竟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大多数

老百姓并没有为之投保的概念。而且，一旦发生因为极端天气

造成的经济损失，老百姓觉得政府会兜底，就更没有去购买商

业保险的意愿了。

值得一提的是，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小概率事件

的概率正在不断提升。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数据显示，近 12 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