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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是一个受地震灾害影响较严重的国家，其地震发生频次高、强度大、分

布广。每次发生地震灾害都给我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然而地

震灾害损失保险赔付率低，理赔金额少的状况却一直存在，与国际上地震灾害损

失保险赔付率平均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是我国较为突出的、需要优先解决的

问题，而建立地震巨灾保险制度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2014 年 8 月，随着我

国发布保险业新“国十条”首次明确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巨灾保险在“顶层设计”

层面取得了突破，选取地震灾害作为主要致灾因子，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地

震巨灾保险发展模式成为可能。 

文章首先分析我国地震灾害状况及未来我国地震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的情况,

阐述地震灾害对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同时对依据概率统计方法模型进

行地震灾害损失拟合的不合理性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不同区域地震灾害经济损失

存在区域差异性的背景，并以此评估我国不同区域可能发生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

损失； 

其次，介绍地震巨灾保险金融手段，对地震巨灾保险保费进行厘定，设计地

震巨灾债券并进行定价，计算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地震巨灾债券在不同震级

水平的债券价格和到期收益率； 

再次，对比国外发达地区的地震巨灾保险制度，总结各国地震巨灾保险制度

的共性特点以及各自的优势，从中得到对我国建立地震巨灾保险制度的启示，提

出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应采用政府积极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以省份

为单位，分别建立中央和省级地震巨灾保险基金，形成中央地震巨灾保险基金、

省级地震巨灾保险基金以及商业保险公司三方共保体的基金组织运行机构，地震

巨灾损失赔付采用分层次上限额的赔付机制。 

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保障我国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建

议，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关键词：地震；巨灾保险；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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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wa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with high frequency and 

large intensity and wide distributive. Every time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has caused 

our country to varying degrees of economic losses and casualtie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situation that earthquake disaster loss insurance payment rate was low and the 

amount of claims les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earthquake disaster loss insurance claims, so it was a promin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our count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may 

be a better solution. In August 2014, China issued “new country ten”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which the first time to clear establishment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catastrophe insurance made a breakthrough in the top-level design, It is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that chosen 

earthquake disaster as the main cause of disaster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d the situation of earthquake disaster i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s earthquake situation was still grim, and then elaborating the 

impact of earthquake disaster on the socio-economic influe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analysising of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earthquake catastrophe loss model 

derived by the method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so it put forward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los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had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o evaluate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es of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Secondly, the article introduced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of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and to determine the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premium 

and premium rate, then design earthquake catastrophe bonds and pricing.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had different expected returns in the 

different earthquake catastrophe bonds which corresponding of different magnitude 

level. 

Thirdly, we compared the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of the foreign 

developed areas and summed up their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pective advantage, 

from which we could get the enlightenment to establish of the earthquake catastrophe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we hold the opinion tha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s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should be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factor and combination with market, an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provinces, making the province as a unit to set up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fund ,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fund, the provincial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fund and the Business insurance company was composed as the 

three party insurance bodies, and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the loss of 

earthquake catastrophe wa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level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and makes a prospect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Earthquake; Catastrophe Insurance;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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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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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受地震灾害影响较严重的国家，中国大陆地震占全球大陆地震

的三分之一，因地震死亡人数在全球占比处于较高水平，是深受地震危害的国家

之一，地震灾害空间风险度位居世界前列。地震灾害以其人员伤亡的惨重性而被

列为群灾之首。我国大部分省市历史上都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破坏性地震，根

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目录统计，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发生 6.0-6.9 级地

震 380 多次，7.0-7.9 级地震 70 次，8.0-8.5 级地震 9 次，其中 28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生过 6.0 级以上大地震，如 1902 年新疆阿图什北、1920年宁夏海

原、1955 年四川康定折多塘一带、1976年河北唐山、2008年四川汶川以及 2010

年青海玉树等 7.0 级以上大地震。图 1.1 统计 1990 年-2017 年（2017 年数据截

止到 2017年 1月 31日）中国大陆 5.0级以上地震年频次，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

年份都发生了 50 次左右 5.0 级以上的地震，其中 1950 年和 1986 年达到 100 次

以上，1951年更是达到 150次以上。 

 

 

图 1.1：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 5.0 级以上地震年频次图 

数据来源: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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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尤其是发生较大震级的地震，往往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笔者根据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公布的信息进行初步整理统计，1900 年以

来，6.5 级以上地震给我国造成 60 万人以上的死亡人数，80 万人以上的伤残人

数， 620余万间房屋倒塌，数亿人次因此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

失至少在千亿元以上。以 2015 年为例，我国大陆地区就多次发生 5.0 级以上地

震，给当地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见表 1.1。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地震灾害损失随着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呈现出非线性加速增长的趋

势。图 1.2显示 1995年后云南省楚雄地区发生多次 6.0级以上地震，1995 年 6.5

级直接经济损失达 8 亿元、2000 年 6.5 级 10.6 亿元、2009 年 6.0 级 25 亿元，

而当年度楚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63.37 亿元、105.54 亿元、342.35 亿

元，造成的经济损失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呈现非线性增长，典型地说明地

震灾害经济损失非线性增长的特点。 

 

表 1.1：2015 年中国大陆地区 5.0 级以上地震灾害灾情统计 

序

号 
发震时刻 

震级 

（M） 
发震地点 

受灾人口

（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当年 GDP 

（亿元） 

1 1月 10日 5 新疆阿图什市 0.21 1961 44.61 

2 1月 14日 5 四川金口河区 3.2 8200 32 

3 3月 1日 5.5 云南沧源县 11.39 166700 34.05 

4 3月 30日 5.5 贵州剑河县 1.31 12056 36.06 

5 4月 15日 5.8 
内蒙古阿拉善

左旗 
0.72 5100 116 

6 4月 25日 5.9 西藏定日县 30.05 3488400 约 6.6 

7 6月 25日 5.4 新疆托克逊县 0.05 300 68.34 

8 7月 3日 6.5 新疆皮山县 6.6 19000 26 

9 10月30日 5.1 云南昌宁县 1.56 24620 83.7 

数据来源：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省民政厅及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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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楚雄州统计局、云南省民政厅  

图 1.2：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地区 GDP 关系 

 

保险赔付能够减少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但我国地震灾害损失保险赔率一直

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起来还存在巨大的差距。2008 年我国发生汶

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估计高达 8523 亿元，伤亡人数高达 8 万人，地

震发生后进行灾害损失赔付，保险理赔金额与灾害损失相差巨大，仅占其千分之

二,2010年青海玉树 7.1 级地震，灾害损失保险理赔金额占直接经济损失有所提

高，但也只有 2.2%，2013 年四川芦山地震 7.0 级地震，与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金额相比，保险理赔金额依旧很低，占比不足 1%，2014 年云南鲁甸 6.5 级

地震保险理赔金额占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更低，为 0.043%，保险赔付金

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相关统计,国际上地震灾害保险赔付率一般都处于

20%-50%之间[1]，平均水平约为 36%，如 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 9.0级地震，

保险赔付占经济损失达 16.7%，2016年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熊本市附近发生两次地

震，保险赔付接近 20%，2010年智利中南部地区 8．8级地震，保险赔付达 26.7%

左右，一些发达国家地震灾害损失保险赔付占比可能更高，如 2011 年 2 月新西

兰基督城 6.3级地震，保险赔付高达 58.8%左右。图 1.3对上述国内外地区地震

灾害损失保险赔付率做了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我国近年地震灾害损失保险赔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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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远低于国外部分地区地震灾害损失保险赔付率，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上述给出的例子都是近年来发生几次较大地震的保险赔付率，实

例可能还不够丰富且数据来源于媒体和保监局的初步统计,与实际情况可能有些

出入,但不影响得出我国地震巨灾保险在地震灾害损失赔付方面赔付金额少、赔

付率占比低的客观事实[2]。 

 

图 1.3：近年国内外部分地区较大地震灾害损失保险赔付率对比图  

 

2014 年 8 月我国发布保险业新“国十条”即《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

若干意见》[3],首次明确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巨灾保险在“顶层设计”层面取得了

突破。考虑到我国灾害种类多，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的基本国情，一步到位建

立涵盖多灾的巨灾综合保险制度不具有可行性，而应最优先解决较为迫切突出的

问题。首先以探索建立单一灾害的巨灾专项保险制度为起点，为逐步建立综合性

巨灾保险制度体系奠定基础。前述可知我国地震灾害频次高，造成经济损失大，

地震灾害保险理赔低，考虑到地震巨灾保障制度是国际上发达国家较成熟的巨灾

保险模式，因此本文选取地震灾害作为主要致灾因子，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

情的地震巨灾保险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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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地震灾害主要是由地震直接造成的灾害，也包括由地震引发例如爆炸、泥石

流、有毒有害物质等工程结构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因地震造成

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中断而导致的衍生灾害。地震灾害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

的，面对地震巨灾损失仅仅依靠政府救助和捐赠是远远不够的，可以发挥巨灾保

险转移风险功能减少地震灾害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即分散巨灾风险。但是，地震

巨灾风险与其他一般灾害事件相比，其发生的几率远小于普通灾害事件，而造成

的损失远大于普通灾害事件，且损失数额是非常巨大，这决定建立地震巨灾保险

发展模式相比其他普通灾害保险模式的特殊性。 

当前我国地震巨灾保险发展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发展地震巨灾保险还需要

在多个方面加以探究。一个有效的市场通常包括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相关研究

表明巨灾保险在供给与需求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4]，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巨灾保

险市场是一个失灵的市场[5]，因此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任务艰巨，需要多次探索试

验。我国尚未建立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地震发生后的抗震救灾与恢复重建主要靠

政府救灾与社会慈善捐款为主的救助模式。依靠该模式,我国灾后也都能够恢复

重建工作,但是这种模式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支出，可以确定这种救助模式不是

国家对巨灾风险管理的最佳模式。因此,如何发挥地震巨灾保险减轻灾害造成损

失的作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减轻地震灾害带来较大的财政支出负担。发展地震巨灾保险，意

味着政府与市场共同承担地震灾害带来的损失，可以有效的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

负担，减少因灾致贫的受灾人数。如 2008年汶川 8.0级地震造成的 8523 亿元直

接经济损失,保险理赔占比只有 0.2%,远远低于 36%的国际平均水平。如果地震巨

灾保险赔偿比例能够达到 20%，理赔金额将达到 1704 亿左右，这将为政府财政

支出节省一大部分的负担。 

二是地震巨灾保险能够提高灾前抗震减灾能力，减少灾害损失。同一震级的

地震在同一地区产生相同的宏观烈度,会由于地区防震措施的不同，造成灾害损

失程度出现明显的不同，图 1.3 显示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周边城镇及地区建筑损

失总体情况调查[6]，调查显示符合国家“89抗震规范”的建筑基本上没有严重损

坏或者倒塌[7]，详见表 1.2。如果有地震巨灾保险，发生地震灾害进行理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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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商业机构还是政府机构都会设定一定的赔偿条件比如房屋或者工程建筑要

到达一定抗震级别，根据最新“地震区划图”要求设计建造房屋，至少要符合工

程设防的基础，到达抗震设防烈度要求，只有房屋抗震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够进

行巨灾保险理赔，这样就能从设计机制上最大限度减少因抗震不达标造成不必要

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达到防震减灾的效果。 

 

 

图 1.3:汶川 8.0 级地震后周边城镇及地区建筑损失总体情况 

资料来源：http://scitech.people.com.cn/GB/7318538.html  

 

表 1.2:建筑结构特点损失情况表 

指标 底框结构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程度 严重损坏 中等损坏 损伤轻微 

结构 
农房、砖混砌体结构、

底框结构等 

砖混砌体结构、框架结

构等房屋建筑 
框架结构等 

特点 
建设年代较早的、抗震

设防较低的房屋建筑 

损坏部分主要为围护结

构、加固后可继续使用 

近年来按照标准规

范新建的房屋建筑 

资料来源：http://scitech.people.com.cn/GB/7318538.html  

 

三是为后续其他险种巨灾损失保险市场化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参考。巨灾不

单单只有地震巨灾,还包括水灾、风暴、风暴潮、海啸以及农业损失等巨灾灾害。

地震巨灾风险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我国众多保险产品中都明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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