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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低碳经济 

 类    型：财产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角色定位：保险业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保险业作为一个低碳产业，应定位于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保险业的产业特征来看，保险

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服务业，该产业的“生产”主要依赖于保险精算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其“生产”过程中不会

像工矿、机械制造等行业一样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矿产能源，以及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保险产品的“生产原料”

主要是风险事故发生率的信息以及运用“大数法则”的知识和智力等。因此，保险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低

碳”的过程。从保险产品的交易和消费环节来看，保险产品形成后，主要以书面合同形式提供给市场消费者，此过程

仅需要耗费少量的纸张资源；在消费当中，如果发生预定的风险事故，保险公司也主要是从预先聚集保费而形成的保

险准备金中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消费者一定的赔付金，其实质是起到一个资金再分配、融通资金、解危救困的作用。所

以，从保险产业的主要运作环节来看，该产业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产业。保险业理应成为低碳经

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功能分析：保险业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低碳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在低碳经济建设中大力推动保险业发展，不仅有

利于做大低碳经济中金融保险业这一低碳产业的分量，也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业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保险

阀”、“助推器”和“催化剂”作用。 

  （一）保险业能够为低碳技术的发展提供市场化的保障机制。低碳技术主要集中于创新型制造技术、新型低能耗

建筑材料等，其研发投入大、科技含量高，研发成果的运用面临众多不确定性风险。为了规避和减少研发和营运失败

对市场经营主体带来的负面效应，可以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和运用中引入科技保险、创业保险，通过商业化的保险机

制，大力支持先进煤电、核电等重大能源装备制造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等低碳技术的发展。目前，

国内包括重庆市在内的一些城市已在开展科技保险试点，并已涉足到低碳科技的保险，保险业作为发展低碳技术的

“保险阀”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 

  （二）保险业能够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助推”。一方面，保险业能够有力“助推”传统的高能耗、高

污染、高排碳产业向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转型升级。如通过在车险中对碳排放量超过环保标准的车型设定更

高的保险费率，将有利于引导小排量和使用清洁能源的汽车消费，从而促进汽车产业向环保方向转型。又如，对碳排

放量达到一定标准以上的“三高”产业或企业强制实施环保责任险，并可根据企业的碳排放量大小分段实施不同的保

险费率，提高高碳产业和高碳产品的成本，加快落后产能的淘汰，从而促进企业加快运用环保技术，增强低碳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减轻传统产业的锚定效应。另一方面，保险业能够有力“助推”健康产业、养老产业等新兴低碳产业的

发展。从国际经验看，健康保险与健康产业、养老保险与养老产业具有密不可分的正相关关系。健康保险通过提供医

疗费用的经济补偿，能够增进人们对健康服务的有效需求；养老保险通过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准不降低，促进寿命延

长，也加大了对于老年服务业的各项需求。 

  （三）保险业能够为低碳项目建设提供长期性资金支持。低碳项目建设的科技含量高、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

而保险业集聚了大量资金，特别是寿险公司集聚的资金具有明显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征。保险业完全有能力参与一批

国家重点建设的低碳项目，甚至直接投资研发节能环保的新型技术，在低碳项目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投资生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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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险业能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全面开展森林保险，可以引导植树造林，不

断扩大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从而快速增加我国的森林碳汇，为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争取有利地位。另一方

面，通过开展巨灾保险、天气保险，能够分散极端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事故的损失；并可以通过国际再保险市场，转

移碳排放风险，减轻碳排放压力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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