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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保险助重建

▲
 世界各国地震保险制度管窥

文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李 湘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地震，随即引发海啸以至核泄漏

风险。灾难发生后，日本各大人寿保险公司相继表示尽管在保险条款上

对因地震引起的意外死亡和意外伤害属保险除外责任或减额责任，但出

于人道主义考虑，将超越合同责任，全额提供意外死亡保险金赔付。此举

可看出日本保险业在自然灾害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不

是一朝一夕，也不是自发自动就形成的，而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制度沉淀。

日本的地震保险制度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每次强烈地震

后，大地总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但无论

灾难多么巨大，损失多么惨重，人们还是

一次次重建自己的家园，重新开始自己的

生活。这其中，地震保险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地震保险并非指所有在地震后能

够得到理赔的保险种类，比如很多寿险并

无地震除外的免责条款，能够在地震导

致的事故中得到理赔，但它只遵循普通的

商业保险规则，并非我们要讨论的地震保

险。地震保险是一种特殊的政策性保险，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足额弥补灾害所造成的

损失，而是为了让国民在遭遇巨大灾害后

能迅速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

为了降低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日本

早在1966年就建立了地震保险制度并颁

布了相关法律。日本《保险法》将保险的种

类分为损害保险、生命保险和伤害疾病

保险三种。其中损害保险是指，在一定的

偶然的保险事故发生后，通过给付保险

金的形式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弥补。地

震保险的目的正是对因地震引发的财产

损害给付保险金，因此一般认为是损害保

险的一种。日本的地震保险合同是以住宅

或家庭财产为保险标的，保险事故为因地

震、火山喷发及由此引发的海啸而造成的

火灾、损坏、掩埋和流失。

广义的日本地震保险包括企业财产

地震保险和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两部分，其

中企业财产地震保险仅由商业保险公司承

保，以纯商业的方式经营，再保险依靠国外

再保险公司。由于国际再保险市场的承保

能力有限，所以，日本财产保险公司配合再

保险公司实施了“限制补偿条款”，依保险

金额限制地震损失的补偿金额，不足部分

则由被保险人自己保险。这次日本大地震

就有可能导致国际再保险市场费率上升。

受到大家关注的通常是具有强烈政

策性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它具有政府主

导和商业化运营的特点。具体操作的模

式是日本各商业保险公司共同成立日本地

震再保险机构。依据《地震保险法》，由各

商业保险公司承保住宅地震保险后，再给

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承保，而日本地震再

保险公司再以超额损失再保方式转分保

给政府。原则上，如发生大地震，理赔金额

在750亿日元以下，全由各商业保险公司负

责；如在750亿日元至8100亿日元之间，则由

各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各负担一半；如在

8100亿日元以上至41000亿日元之间，则由

日本政府负责95%，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

5%。当发生巨大地震灾害时，政府将承受

大部分的再保险责任，因而在整个制度

设计中政府担当着最后保障的重任。

日本地震保险在创设之初是强制险，

后改为附加于火灾保险的自愿投保方式，

投保时须向投保人询问是否加入。为鼓励

民众购买地震保险，日本政府创设了地震

保险费扣除制度，即购买地震保险能够享

受一定的减税政策，且因民众早已习惯于

有地震保险，故参保率并未明显降低。

在保险费的厘定方面，也采取差异

化政策。日本国土按地震危险性的不同分

为4个等级,住宅分为木结构和非木结构

两类,进而形成了不等的8种保险费率，同

时,根据建筑物新旧程度、抗震等级的不

同在标准费率基础上按一定比率进行修

正,使地震保险费率根据其所在区域、房

屋构造及年限、抗震等级等因素而有所不

同，建立了科学公正的住宅抗震性能评价

体系。

日本通过设定保险金额最高限额和

最高总赔付额,使共保体系中各主体承担

的保险责任均有上限,将保险公司和政府

的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目前日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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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保险金的总给付限额为4.5万亿日元。

关于个体保险金的给付限额也有限制，地

震保险作为附加险其保险金给付限额受

到主合同约束，应在主合同损害保险金的

30%到50%之内；且住宅的地震保险契约

的保险金上限为5000万日元，家庭财产为

1000万日元。当事故发生后，理赔金额会

根据保险标的大小及保险事故造成损害

的程度来确定，全损赔偿地震保险金的

100%,半损赔偿地震保险金的50%,部分

损失赔偿地震保险金的5%，且不能超过

一定限额，充分体现了地震保险风险控制

的精神和有限赔偿原则。

各国地震保险制度的特点

地震保险的目的是积累地震赔偿基

金，为灾后复建提供资金。不仅仅是日本，

世界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地震保

险制度，它们都有自己的特色。

美国的地震保险。美国火灾保险合同中

通常附加地震保险,并不设立保险金限额,

采取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方式,实行地区

性费率。在管理上，以地震多发区加州为

例，加州将地震保险作为各保险公司经营

住宅所有者保险的要件之一，没有加入的

保险公司则可依法律规定自行向加州居民

提供地震保险，并成立了加州地震局这一

特殊法人作为政府运营地震保险的主体

机构，其承保范围为因地震冲击造成的损

害，不包括地震引发的火灾和海啸。

新西兰的地震保险。一般为强制附加

于火灾保险契约之上，如投保人购买火灾

保险，即自动投保地震，不买火灾保险的

人也可以单独购买地震险。其运营主体为

地震保险委员会，也是由政府许可的特殊

法人。承保范围包括因地震、海啸、地层滑

动、火山喷发及地热等导致的个人财产损

失，包括住宅和家庭财产。

法国的地震保险。法国的地震险包含

在综合自然灾害保险里,一般来说，自然灾

害主要指洪水、地震、泥石流、干旱、潮汐

等。各个保险公司以财产保险保单(包括

一般的家财、企财保单、车辆保险保单等)

附加险的形式进行销售，每张财产保险的

保单中都自动地、无选择地附加了自然灾

害风险,并加收财产险保费的特定比例作

为该自然灾害风险的保费，居民企业自愿

购买。政府主要通过国营中央再保险公司

提供再保险的方式提供政策支持。

总之，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地震保险

制度的设计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概括起来

都有以下共同的特点：

1．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各国都

以专门立法或保险法的特别条款等形式

在法律上确立了地震保险制度的基本框

架。主要是对运作模式、损失分摊机制、

保障范围、政府支持政策等方面作出了具

体的规划，这样地震保险制度才能在灾

难来临时有条不紊地得以运转。如日本

的《地震保险法》、《地震保险法律实施

令》、《地震保险法律实施规则》，新西兰的

《地震保险委员会修正案》等。

2．政府对地震保险制度提供支持。地

震属于巨灾风险，具有灾难大、范围广、概

率低等特征，通常一次中强度的地震就可

以使一个地区大部分的建筑物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地震危险对于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构成

巨大挑战，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仅凭商

业保险公司一己之力，很难承受这样的风

险。因此地震保险必须由政府发挥主导作

用，在政策和资金上应给予大力支持。如

日本政府参与到地震保险的再保险体系

之中，一同分担地震带来的风险；新西兰

政府在自然灾害基金和再保险无法完全

填补地震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承担无限

清偿责任，这些都是典型的范例。

3．遵循商业保险的经济原则。虽然地

震属于不可抗力，但承保地震保险并不是

让保险公司去对抗大地震，而是由商业保

险公司通过科学设计产品，灵活运用附加

险、费率、最大保险限额、免赔额、再保险

等商业手段有效地补偿地震造成的部分

损失，是一种高效的灾后重建的资金筹措

模式，能使灾区更快地实现社会生活的平

稳运行。

“天有不测风云”，中国近年来频频发

生地震、雪灾、大旱、台风等各种重大自然

灾害，给我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

但素有“社会稳定器”之称的保险业在救

灾中起到的作用却微乎其微。笔者认为，

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构建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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