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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袁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正在
迅速进步袁国家正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袁如三
峡工程尧青藏铁路尧南水北调尧西油东送尧西气东输尧大量的
工用民用建筑等遥在这些大型工程建设中袁存在着大量随机
的尧不确定的风险因素袁而最为直接的风险转移手段就是进
行工程保险遥目前袁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工程保险已进入了
专业化尧制度化和现代化的阶段袁相比之下袁我国工程保险
起步较晚尧技术落后袁而且很不普及遥 日本作为保险技术最
为成熟的国家之一袁其建筑工程保险的模式值得我国学习和
借鉴遥
1 日本建筑工程保险的实施环境

建设产业在日本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遥 据 2005
年统计资料显示袁 日本年建设投资额 渊 含改造维修冤 约为
526 900亿日元袁约占其 GDP的 10.3 %遥 日本建设产业的生
产物分为两种院一种是建筑物袁包括住宅尧商厦尧学校尧医院尧
音乐厅等曰另一种是土木构筑物袁包括道路尧桥梁尧给排水管
道尧堤坝尧码头尧隧道等遥这两种工程类别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54 %和 46 %[1]遥

对于投资巨大的建筑工程袁日本施行的是以法律为基础袁
市场运作为主体袁政府进行局部干预的建筑工程保险模式遥
随着日本保险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袁政府对建筑工程保
险的干预正在减少遥 1998年以后袁日本政府对保险公司经
营范围的规定和保费规定被取消袁建筑工程保险业务和保
费标准也完全放开了遥日本建筑工程保险有着良好的需求基
础院虽然工程的投保是法律强制渊 日本法律强制各行业都必
须投保劳动灾害综合险[3]冤和企业自愿的结合袁但是如果工
程承包商不投保袁发包商就不愿将工程发包给他遥日本建筑
省每年都会对工程承包公司打分评级袁共分为 A尧B尧C尧D 4
个等级袁级别越高袁支付的保险费越少遥 如 A级公司所支付
的保费只相当于其应付保费的 30 %遥 这种干预有利于激励

承包商主动降低事故发生率[2]遥
日本建筑工程保险具有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遥 投保

人一般不直接同保险公司签订保单袁主要通过保险代理机构
进行投保袁保险公司在向代理机构支付 10 %耀20 %的代理
手续费后袁还要向再保险公司分保或再保遥这样的市场运作
方式由国家的保险监督机构和建设行业协会共同监管袁再
加上其本身的内部需求袁使得日本建筑工程保险的投保率
超过 98 %[4]遥

日本与建筑工程保险服务相关的人力资源十分丰富遥
在各保险公司内部均有大量的掌握工程技术或专业知识的

工程师或科学家袁他们在研究工程的具体情况后袁结合保险
公司的能力提出详尽的保险方案和风险管理办法遥 在保险
公司外部袁还有相关的中介机构提供服务袁如代理人尧经纪
人尧公估人尧保险同业协会尧精算师事务所尧律师事务所等[2袁8]遥
2 日本建筑工程保险的主要险种

相对于欧美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来说袁日本建筑工程保
险的险种并不是很多袁但是保障范围很全面袁而且赔付率也
较高遥 主要的险种有以下 4种遥
2.1 建筑工程一切险 这是建筑工程保险的核心险种袁保
险标的包括正在施工中的主体工程尧 工地内临时建设的设
施尧工地范围内的建筑材料等曰保险责任包括火灾尧雷击尧爆
炸袁设计施工中的非故意失误袁建材缺陷造成的损失及其他
有限的费用等遥这部分的保险费用约占工程总额的 0.13 %~
0.34 %遥
2.2 第三者责任险 这是为保障工程施工中对与工程不

相干的人员或财产造成损失而设置的险种遥保险责任包括院
涉及到人员的治疗费尧安抚费尧丧失利益补偿费和涉及到财
产的修理费尧重置费以及相关的诉讼费尧损害防止减轻费尧
应急处置费等遥这部分的保险费按工程造价的不同而不同袁
如工程总造价为 5 000万日元袁则其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费
率约为 0.12 %遥
2.3 劳动灾害综合保险 这是日本政府强制每个行业都

必须投保的险种遥 主要保障的对象是工程施工中所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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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国工程保险起步晚袁技术落后袁如在建筑工程中由于没有对建筑工人权益进行保险保障袁致使他们的生命安
全和获取劳动保险都面临风险遥 该文详细介绍了日本建筑工程保险的实施环境和主要险种袁相信对我国建筑业农民工有
关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启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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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尧工程师尧管理尧咨询人员等遥这个险种实质上是欧美
国家施行的雇主责任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的综合遥 事故发
生后袁保险公司对工程人员按死亡和 14个不同程度的伤残
等级给予经济补偿遥 该险种的保险费率依工程类别的不同
而不同[2袁7]遥
2.4 履行保证保险和履行担保 这是事实上的履约风险

保险遥 履行保证保险针对工程合同期内如无法按期竣工或
交付使用由保险公司给业主的一种补偿曰履行担保则是在
原承包商无法完成工程的情况下袁保险公司将用其支付的
保证金支持下一个承包商来完成工程遥这两项保险内容通常
同时投保袁保险费也依工程实际情况确定遥
3 日本建筑工程一切险的保险费率确定方式

日本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费率的确定采用分级方法袁
这是在经历了长期实践结合精算师分析得到的遥 对全国不
同地区尧不同结构尧不同工期尧不同资质承包商的保险标的
所使用的保险费率是不一样的遥日本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费
率按下式计算院

适用费率越基本费率伊时间系数伊调整系数
下面就基本费率尧时间系数和调整系数作分别说明遥
渊 1冤基本费率遥基本费率根据工程所在地区和工程的结

构级别两个因素综合考虑袁前提是每次风险事件损失免赔
额为 10万日元渊 表 1冤遥

工程结构级别划分的说明如表 2所示遥

渊 2冤 时间系数遥 时间系数以保险期限 1年以内最为复
杂袁时间越短袁不确定性越大袁意味着风险越大袁因而保险期限
1年以内的保险费率并不按时间等比例确定渊 表 3冤遥

当保险期限在 1年以内不为整月时袁采用插入法计算曰
当保险期限在 1年以上时袁时间系数越保险期限渊 d冤 /365遥

渊 3冤调整系数遥 调整系数主要考虑承包商的情况袁一般
来说袁承包商资质越高袁安全操作历史越久袁调整系数越低遥
而当多个承包商联合承包时袁则需要通过综合评价确定遥

假设某位于福岛的 B级建筑工程袁工期为 9个半月袁承

包商资质综合考虑后取调整系数为 0.7袁则其建筑工程一切
险保险费率为院0.16 %伊0.875伊0.7=0.098 %遥
4 日本建筑工程保险中的公估人制度[6]

日本的公估人制度是由野 日本损害渊 财产冤保险协会冶认
定的一种资格制度遥 该协会对于保险公估人有很大的管理
权限袁对业务违规的公估人可以进行处罚袁严重的甚至可以
吊销其执业资格遥 公估人专业从事建筑物或动产的保险价
值计算尧损失额的鉴定尧事故原因及事故状况调查等业务袁
这种资格是协会赋予的袁一般要受聘为保险公司的顾问才
能从事业务遥主要业务分为 4类院火灾估损尧复杂估损尧巨灾
估损尧责任估损遥

日本保险公估人的技能级别由高到低分为 1尧2尧3级遥
为取得这些级别袁从业人员可以逐级参加公估人级别对应考
试并注册袁考试只能从 3级开始袁不可越级遥 3级考试内容
为一般常识尧建筑学尧电子和机电学袁每年的 2月和 9月举
行两次曰2级尧1级考试则加考会计学尧建筑学尧机电学等内
容袁每年 2月举行 1次遥在拥有不同级别和专业技能的注册
公估人资格后袁 还将被授予专业公估人 A或 B的资格袁这
取决于其取得的专业公认资格袁如专业建筑师尧专业锅炉师
等遥日本公估人制度也在变化中袁以往的公估人报考和注册
资格由行业内部限制袁是一种封闭的资格制度袁而随着自由
主义原则的影响袁公估人资格正在逐步向外部人员放开遥日
本建筑工程保险业务的保险公估人拥有可靠的方法计算受

损建筑物或财产的重置成本和现金价值遥 这些建筑物被分
为四大类院淤办公楼尧旅馆尧商店尧住宅等建筑物曰于汽车尧电
子尧化工等工厂建筑物曰盂道路尧隧道尧机场尧堤坝等建筑物曰
榆神庙尧寺院等特殊建筑物遥

日本保险公估人的薪酬体系一般由标准报酬尧调查经
费尧住宿费尧日工费等组成袁其中标准报酬按评估资产额确
定为一定数量的固定金额袁如 5亿日元以下的为 63日元等遥
日工费用随公估人所在机构或保险公司与公估人协商确

定袁调查经费和住宿费则按照实际情况实报实销遥
5 日本建筑工程保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我国和日本的建筑工程保险进行对比袁可以看出袁
我国建筑工程保险市场存在很多需要规范的地方遥

渊 1冤我国建筑工程保险需要更加严密有效的法制监管体
系遥我国建筑工程市场庞大袁而建筑工程保险相对来说技术
和服务不够成熟袁因而工程保险推行并不普及袁据统计袁我
国建筑工程保险投保率低于 15 %[5]遥 同时袁我国建筑工程保
险中尚未施行担保和保证保险袁这使得工程业主在投资建设
时面临巨大的违约风险袁 在社会建设中已经显现出一些弊
端院无施工能力的承包商对工程施行层层转包曰城市里建筑
面积庞大的野 烂尾楼冶等遥 在建筑工程中由于没有对建筑工
人权益进行保险保障袁致使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报酬都面
临着风险遥采取法律约束和市场约束的双重机制有利于在发
展初期推广建筑工程保险袁 最终可以使投保成为承包商的
自觉行为袁其中法规和操作程序上的规范是克服实施中的随
意性的保证遥中国建筑工程保险很不成熟袁仅依靠市场经济
的作用来形成有效的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遥 以保险法和
建筑法为基础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袁结合市场规律袁建立完
善的建筑工程保险法规体系袁扩大建筑工程保险的内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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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A级 B级 C级
东京尧神奈川尧爱知尧
京督尧大阪尧兵库等 0.130 ~0.135 0.145~0.155 0.255~0.270
福岛尧长野尧静冈尧佐
贺等 0.130 ~0.135 0.155~0.160 0.27~0.28
北海道尧千叶尧奈良尧
福冈尧长崎尧冲绳等 0.135 ~0.150 0.16 ~0.18 0.28~0.34

表 1 日本建筑工程一切险基本费率[5]

结构级别 基本特征
A级 柱尧梁尧板为渊 钢筋冤混凝土曰钢骨架部分有耐火遮盖物曰屋

顶尧外墙以不可燃材料建造
B级 外墙由混凝土或混凝土砌块尧砖尧石尧土建造曰钢骨架部分

外壁以不可燃材料建造或遮盖

C级 A级或 B级以外

表 2 日本工程结构级别划分[5]

保险期限 时间系数 保险期限 时间系数
7天以内 0.10 6个月 0.708~15 d 0.15 7个月 0.75
1个月 0.25 8个月 0.802个月 0.35 9个月 0.85
3个月 0.45 10个月 0.904个月 0.55 11个月 0.95
5个月 0.65 12个月 1.00

表 3 日本建筑工程一切险时间系数参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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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每个像元实现多种属性显示袁如院各个通道的物理量
值尧经纬度尧像元点的类别等袁以满足应用的需求遥同时也提
供了与其他子系统的外部接口遥 在模块的处理过程中最主
要的是对各种文件格式的理解和应用遥

渊 2冤格式转化模块遥 该模块主要实现 NOAA尧FY蛳1等卫
星资料的几种文件格式的转化袁如极轨卫星的标准 1B格式
与卫星中心的 1A5格式的相互转换袁1B与 1A5资料转换为
局地文件格式 LDF(卫星中心定义格式)袁 SPOT卫星的 CAP
格式袁MODIS卫星的 HDF格式与 LDF的转换遥 该功能的使
用不仅扩展了系统的应用袁也为其他系统渊 包括其他子系
统尧商用遥感处理系统等冤提供文件接口遥

渊 3冤图像配准模块遥该模块主要实现卫星影像的辐射纠
正尧投影变换尧几何校正和重采样的功能遥

渊 4冤图像分析处理模块遥该模块主要实现卫星影像的图
像增强处理尧图像复原尧图像分类和图像空间分析的功能遥

渊 5冤极轨气象卫星应用处理模块遥该模块主要实现如下
功能院 淤遥感指数的计算遥 如植被指数尧干旱监测指数尧水
体监测指数和用户根据自己的应用需求自定义的监测指

数遥 于洪涝尧林火尧干旱尧积雪判识监测遥 盂图表输出遥 实现
遥感监测产品的栅格数据图像输出及统计表文件输出遥

渊 6冤EOS/MODIS 卫星应用模块 遥 该模块主要用于
MODIS资料的应用处理袁包含了利用 36个通道进行多光谱
云检测尧积云分类尧热异常判识尧积雪监测尧植被指数渊 包含
标准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尧增强植被指数(EVI)及其他
指数冤尧气溶胶尧光学厚度及谱分布尧大气校正及地面反射
率尧云相态尧地面温度尧海面温度尧冰面温度尧地物分类等多
种应用处理遥

渊 7冤专题图制作模块遥该模块主要实现图层分类分级着

色尧图形与属性的编辑尧图形与属性的双向查询和有关地理
信息的叠加袁如政区边界尧城市尧河流尧水库等各种矢量信
息袁以丰富专题图的内容遥 另外袁也提供该系统与 ArcView
平台的接口袁 将卫星数据及相应的 GIS数据导入 ArcView
系统中进行处理遥
3 结语

生态环境监测的总体趋势是院3S技术和地面监测相结
合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来全面审视生态质量曰网络设计趋于
一体化袁考虑全球生态质量变化袁在生态质量评价上逐步从
生态质量现状评价转为生态风险评价袁以提供早期预警曰在
信息管理上强调标准化尧规范化袁广泛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袁
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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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上接第 5293页冤
求袁是解决目前我国建筑工程保险市场险种缺乏尧保障不力
的重要手段遥

渊 2冤我国建筑工程保险需要更加完善的费率计算体系遥
我国国土面积远远大于日本国土袁 可是我国建筑工程一切
险的保险费率却是全国各地区大致相同遥这使在有些地区
的建筑工程保险不足袁有些地区建筑工程保险利润过大的
现象广泛存在袁不利于激励工程承包商和业主主动降低事
故率袁由于这种现象导致了工程保险业内在保费上的恶性
竞争袁也不利于健康的保险市场体系的建立遥 笔者认为袁建
筑工程保险的费率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尧地区自然条件尧地
区保险深度与密度尧当事人维权意识尧工程类别尧工期尧承包
商及咨询机构业务水平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袁 建立一套全
面的指标对保险标的进行风险评估袁 并进行准确的费率归
类和分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遥

渊 3冤我国建筑工程保险需要更加专业尧规范的中介机
构遥我国保险中介机构开展业务的历史较短袁管理制度和服
务水平尚待提高遥在建筑工程保险中袁保险经纪人和保险代
理人的工作程序正在逐步完善袁而保险公估人的服务却亟
待规范遥 我国保险公估人和公估机构存在着理论和操作水

平良莠不齐袁专业区分混乱袁公估业务操作程序不严格尧公
估人薪酬制度不统一等众多问题袁与日本保险公估人制度
相比有很大差距遥 要做到让我国的保险公估人和公估机构
可以向保险双方提供专业尧高效的服务袁必须做到以下几
点院淤完善公估人资格考试与认证体系曰于建立行业自律的
保险公估人协会曰盂制定严格的保险公估业务操作程序曰榆
实行合理的保险公估人薪酬制度遥

我国建筑工程保险行业与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袁
存在明显不足遥因此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袁改进我国工程保险
制度袁对促进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尧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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