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国际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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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风险管理与保险国际研讨会

  9月25日，由保监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巨灾风险管理与保险”国际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民政部、

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和部分省市相关负责人，部分省市保监局负责人，

近20家国内外保险公司的高管人员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成都为推进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

建言献策。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表示，此次国际研讨会的召开正值四川全面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对四川抗震救灾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充分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对四川灾后恢复重建的高度关注和对巨灾风险管理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于推动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国家管理灾害风险的水平，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功能和作用，都具有

非常现实的意义。 

  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保险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应该而且必须在建立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承担应有的

责任。他认为，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应该坚持以人为本、风险共担和扩大覆盖面三个原则。建立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关键是要解

决好政策支持、运行模式、灾前防范等问题，做到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建立巨灾风险管理基金与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

将灾前风险防范与灾后经济补偿有机结合。 

  在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指出，特大地震灾害暴露出我国传统的灾害风险管理模式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全社会防灾防损的

意识不强，重救助、轻预防，存在侥幸心理。应对灾害时的应急联动机制不够健全，信息共享、协调互动、社会动员和减灾防损的措

施还不够到位，没有建立一套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灾害预防机制。二是救灾效率低、公平性较差。三是方式手段单一。各级政

府目前主要是习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的人财物资源救灾应急。四是政府压力较大。政府和个人还没有形成共

同参与灾害风险管理的意识，也没有形成运用市场化手段在全社会分担风险的机制。 

  针对我国现行灾害风险管理模式存在的种种不足，与会专家们认为，巨灾风险管理体是一个包括灾前防灾预测、灾中救援减损、

灾后补偿重建的综合的多层次体系，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涉及众多部门的职能和工作。巨灾风险管理体系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降

低巨灾风险，二是分散巨灾损失造成的社会震动；与两个目标相对应，防灾减损的控制型措施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巨灾风险和损失，经

济补偿的融资型措施可以分散巨灾造成的社会震动。 

  一些专家对政府在巨灾风险管理体系中的定位看法是，政府在巨灾风险管理的宏观和全局层面应起到主导作用，即在政府的规划

下，建立一套综合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巨灾风险管理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和部门众多，既需要工程建设、标准制定、灾害预测等专业

部门的工作，也需要财税、保险等金融制度的保障，要协调这些部门的理念与行为到一个方向、一个标准，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

才能实现。 

  而政府在以保险市场为巨灾经济补偿重要手段的微观层面，应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除非另外建立一套巨灾风险保障系统，否则

保险公司将是巨灾风险损失补偿有关政策的落实者，即承担任何巨灾保险的销售和理赔工作。因此，保险公司参与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的积极性、承担巨灾风险的能力高低，是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对于我国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工作步骤，一些专家认为，立法先行是世界上巨灾保险管理体系建设的普遍做法，立法能够促

使巨灾风险管理体系中的各个部门、各种职能的相互协调，因此建议出台《巨灾保险条例》。而依法组成的权威性风险管理协调机构

能够统一规划、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能够从灾前、灾中和灾后全局的高度统一管理巨灾风险。 

  在研讨会上，许多与会代表都指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巨灾保险体系，必须明确方向、调整思路、加快步伐。一

是尽快启动相关立法工作，建立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为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司法支持。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明确政府

部门、保险行业、企业和个人在巨灾风险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责，确保损失分担机制的切实建立和有效运行。二是进一步明确政府

主导的基本思路，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构建多层级风险分担机制，引导和鼓励包括商业保险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巨灾

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来。三是充分发挥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建立起市场化的补偿机制，有利于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减轻政府负担，提

高全社会的救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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