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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洪水保险是一项重要的非工程防洪措施 。我 国保险业 目前没有单独设置洪水保险条款 ，洪水 

保险一直依附于企财 、家财等险种 ，其费率接火龙危险等级来确定 ．没有考虑洪水风险因素。洪 水保 

险费率 、洪水保险经 营、风险艘实施对策的研究成果，将为洪水保险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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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洪灾具有频率高 、范围广、灾情重的 

特点 如何减轻洪水灾害的损失 ，增强灾后 

的恢复能力 ，是人们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近年来，除了大力兴修水利设施 ，提 

高抗洪能力外 ，研 究和 实施 非工程 防洪措施 ， 

已 日益引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的重视。开 

展洪水保险就是一项重要的非工程防洪措施 

美 国从 5O年代就开始研究洪水保险 ，并 

制定出一系列的法规 ，以确保洪水保险的顺 

利实施 ，这对控制和减轻洪灾损失 ，及帮助灾 

区恢复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据美国联邦水 

资源委员会估算，若洪泛 区内居民和企业都 

参加保险 ，不但联邦政府每年可节省 lO亿美 

元抗洪救灾开支 ，而且通过保险基金的逐年 

积累，到 2015年 前后 ，美国仅依靠 保险基金 

就可满足抗洪救灾开支，无需国家再拨款 

我国的洪水保险业务开展得较晚，范围 

也不广。但据江苏、浙江两保险公司统计 ，洪 

灾赔款在保险公司全部赔款中占据相当太的 

比重 ，江苏省平均为 4o％左右 ，浙江省 1988 

1989和 l99o年均 占到 80％ 以上。因此 ，在 

我国这样一个洪涝灾害频繁、洪灾损失严重、 

工程防洪标准又普遍偏低的国家 ，实施洪水 

水平Ij都科拄开发基宝资助项 目(s,]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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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保险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必须制定合理 

的洪水保险费率和分析洪水保 险 的经 营风 

险，我们在水利部水利科技开发基金的资助 

下，针对上述两项关键问题 开展 了研究。在 

浙江省兰溪地 区收集 社会经济及地理、水文 

气象等实际资料 ，分析合理制定洪水保险费 

率的方法 又通过模 拟生成系列途径l_ ，对 

兰溪地区、浙江省及全 国的洪灾风险作 了分 

析，进而估算出洪水保险的经营风险 ，并探索 

出降低经营风险的可能途径。研究成果得到 

有关专家的好评 ，对 于我 国开展洪水保险业 

务具有重要 的意义 。 

1 制定洪水保险费率的方法 

1．I 计算模式的提出 

洪水保险费率的制定必须遵循三项基本 

原则 ，即公平合理 、保证保障和促进防损的原 

则。根据保险学理论 ，其中公平合理原则是 

最基本 的，它一方面表现为在众多投保户之 

间，保险费应按风险的大小来分担 ，风险大的 

多承担 ，风险小的少承担；另一方面还表现为 

在保险公司和投保户之间，保险公司收取的 

保费应与其为履行保险义务而付出的各种费 

用大致相抵 而保证保障原则是指费率的制 

定 ，除 ，要求保险公 司的收支大致相抵外 ， 

应略有结余 ，保证能够筹集足够的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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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洪灾发生时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我们通过优化理论等数学方法 ，使制定的 

费率尽量符合上述三项原则 的要求。研究 中 

共提出了三种洪水保险费率的计算模式，都是 

以多年平均损失率来确定赔偿费的，其中模式 

p阳模式Ⅱ不考虑财产 的增长及资金 的时间价 

值，且要求各分区各类财产独立满足财务核 

算。而模式Ⅲ一方面考虑了财产的增长及资 

金的时问价值，另一方面在满足各项约束条件 

下，只要求整个研究地区满足财务核算 ，模式 

Ⅲ采用优化理论，一次求僻 出满足各项约束条 

件的各分区各类财产的最优费率。 

1．2 保险费率的构成 

我国的保 险费率一般由净费率和附加费 

率两部分组成。 

1．2．1 净费率的确定 

净费率是用来支付赔款的费率 ，它是以 
一 定时期的赔款额(损失总额)和总保险金额 

之比，求得损失率 的均值，再加上风险附加系 

数乘损失率的均值得到。即 

损失率均值=粪 鬻誊差磊 c 
净费率 =损失率均值 X(1+风险跗加系数 (2) 

一 般风险附加系数为损失率均方差与损失率 

均值之比。因此净费率为损失率均值加上损 

失率的均方差 ，前者代表损失率 的平均水平 ， 

后者代表损失率的波动程度。损失率均方差 

与均值 之 比对一般险种 (如 火灾 、交通事故 

等)约为 10％ 一20％，而对洪灾却高达 200％ 

一 800％，这一方面说 明这种确定风险附加系 

数的方法对洪水保险不合适 ；另一方面说 明洪 

水保险的经营风险很大，必须采取措施降低洪 

水保险的经营风险，这个问题在第二部分详加 

叙述。为兼颈公平合理和保证保障原则，即要 

求在平均情况下保险公司收支相抵后“略”有 

节余，既不过多加重投保户负担，叉使保险公 

司能积累一定的基金抵御连续的或巨额的洪 

灾赔款 ，我们取风险附加系数为 10％。 

本项研究选择浙江省兰溪地区为典型地 

区，按不同频率(5年、l0年、20年 、5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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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 ，将兰溪地区分为五个区，每个 区的财 

产按其对洪水的敏感程度不同分为六类，即工 

商企业财产、城乡家庭财产、农作物产值、生命 

线工程资产、建筑物资产和机关事业单位资 

产。利用实际发生洪灾损失资料，可求出各区 

各类财产的损失率的均值和均方差 ，则各区各 

类财产的净费率可按公式(I)和(2)求出 

1．2．2 附加费率的确定 

附加费率是用于支付各种附加费用 的费 

率。附加费用主要是指业务费用 ，即用于各项 

业务开支及管理等的费用 ，它是保险公司维持 

正常经营所必需的。通常用业务费用率(占净 

保费的百分比)来表示。结台浙江省保险公司 

多年经营状况，业务费用率为 20％。附加费 

用还包括安全偿还费，它是由于当年未发生灾 

害损失或损失很小时，保险公司返还给投保户 

的一部分保 费。当赔款 不超过 当年保 费 的 

10％时，偿还不足 10％保费的部分。 

1．3 洪水保险费率计算模式 

本项研究提出了三种计算模式 ，并对浙 

江省兰溪地区五个分 区六种财产类别分别采 

用三种模式进行了计算，每种模式得 出 3O种 

不同分区不同财产的费率，使洪水保险费率 

的计算更加合理 

1．3．1 计算模式 I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静态模式。洪水保险 

基金的收支 只考虑最基本 的三项——保 费、 

赔偿费和业务费，如图 l所示。 

保 险 费 

赔偿费 

业务 费 

圈 1 模式 I收支示意图 

模式 I认为各类财产数及资金的价值保 

持不变 ，各区各类财产独立维持多年平均情 

况下 ：保费 一赔偿费 一业务费 ：风险附加费。 

1．3．2 计算模式Ⅱ 

洪水保险基金的收支考虑保费、赔偿费 、 

业务费 、安全偿 还费四项，使收支项 更为全 

面 ，如 图 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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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式 Ⅱ收支示意图 

同模式 I，认为财 产数和资金价值保持 

不变(即静态)，要求各区各类财产独立维持 

多年平均情况下 ：保险费 一赔偿费 一业务费 
一 安全偿还费 =风险附加费。 

1_3．3 计算模式Ⅲ 

洪水保险基金收支项与模式 Ⅱ相 同(如 

图 2所示)。不同之处 在于考虑经济计算期 

为 3O年 ，计算期 内各 类财 产以一定速度增 

长 ，逐年资金的价值也不等 ，统一折算到基准 

年(即动态) 模式 在满足各项 约束条件下 ， 

只要求计算期 内整个研究地区满足 ：保费 一 

赔偿费 一业务费 一安 全偿 还费 =风险附加 

费。建立相应 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一次 

求解 出五个区六种财产的晟优费率。 

三种模式求 出的费率成果合理，计算方 

法便于在实际 中运用。 

2 洪水保险的经营风险与降低风险的方法 

洪水保险经营的主要风险因素是雨洪的 

随机性。要研究洪水保险经营风险首先必须 

了解洪水保险经营期间保险基金的收支变化 

过程。如直接用兰 溪地 区实测 资料逐年操 

作 ，则资料太少。我们采用随机模拟方法，模 

拟出 100组 ，每组 3o年的洪水序列，逐年操作 

计算保险公司对兰溪地 区实行洪水保险的基 

金余额和累计基金余额。如约定累计基金余 

额亏损 3倍年保费以上的年份为亏损状态年， 

则平均 3．5年出现一次亏损状态年。如假定 

保险基金不足时可向银行贷款，则 100组洪水 

中，晟大的负债额光靠收取的保费需 34年才 

能还清。另外兰溪地区洪灾损失率的均方差 

高达均值的200％ ～800％。所有这些都表明， 

对兰溪地区单 独实行洪水保 险，经 营风险很 

大，必须设法降低风险，才能使洪水保险正常 

运营。降低经营风险的方法有以下几种i 

2．1 增收风险附加 费 

在本项研究中风险附加系数取 10％，加 

大风险附加系数 ，增收风险附加费 ，可降低洪 

水保险经营风险，但如不是大 幅度增 收风险 

附加费 ，则 对降低经营风险效果 并不 明显 。 

如大幅度增收风险附加费，则投保 户的利益 

将严重受损 ，破坏了公平台理的原则 。 

2．2 浮动费率 

洪灾的年际波动引起 理赔 费 的年际波 

动，是构成 洪水 保险经营风 险的根本原 因。 

浮动费率法是以基金积累较多时适当降低费 

率 ，基金积累严重亏损时适 当提高费率为手 

段来降低洪水保险经营风险的。我们以盈余 

状态年下一年费率降幅为 50％，亏损状态年 

下一年费率增 幅为 69％，来 进行 逐年操作。 

计算表明，对于多数年份出现中、小洪水 的条 

件下，累计基金余额的波动明显减小 ，保险公 

司经营风险可明显减小。但是一旦遭遇特大 

洪水，风险仍不能降低。 

2．3 扩大承保面 

暴雨和洪水具有较强 的相依性，在 同一 

天气尺度内洪灾同时发生，如洪水保险承担 

面较小 ，不利于风险的分担。扩大承保 面充 

分利用洪灾在各承担面上不一定同时发生的 

特点 ，用无灾区多余基金补受灾 区基金 的不 

足，从而大大降低了洪水保险的经营风险 

我们分别对浙江省、江苏省和全国为承保面， 

逐年进行操作计算 。扩大承保面正像预料的 

一 样 ，对降低洪水保险经营风险的效果 非常 

显著 ，但是在管理体制上存在难于克服的困 

难．目前我国的保险公 司是以省为经营范围 

的。因此扩大承保面只能 以省辖 的面积 为极 

限。而由于洪灾的发生在地 区上有 同步性 ，对 

于面积较小的浙江、江苏等省区，采用全省统 
一 核算仍不足以降低遭遇特大洪水而造成保 

险公司破产的风险。 

2．4 再保 险 

在保险业 中，对于某些损 失特别严重的 

灾害 ，由一个保险公 司承保，往往一次性赔款 

就可能使该保险公 司出现严重亏损 而破产 ， 

遂建立了再保险机制 ，就是保险公 司以按一 

定的费率每年向再保险公司缴纳再保险费为 

条件，要求再保险公 司分担部分出现稀 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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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害或事故所带来 的巨额赔付 本次研究 

针对我 国的洪水特性 ，分析 了建立全 国性洪 

水再保险公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省区保险 

公司为投保方，全国再保险公司为承保方 ．对 

于大于 10年一遇的洪水的损失 ，由保险公司 

和再保险公司各赔一半。在计算出各区各类 

财产的保险费率 和再保险费率后 ，进行逐年 

操作 ，成果表明实施再保 险可使各省 区的保 

险公司经营风险指标有明显下降 ，对 于遭遇 

特大洪水时也很有效。实施洪水再保险相当 

于进一步扩大承保 面，显然是非常必要 的 

另外，研究成果还表明，洪灾的再保险公司一 

方的经营是稳定的 ，其业务费用及利税是完 

全可 保证的 ，因此组建全国性洪水再保 险 

公司是可行的、有效益的 

综上所述 ，后 三种方法均可作为降低 洪 

水保险经营风险的有效措施 ，可在实践 中加 

以采用。 

3 洪水保险实施对策建议 

实施洪水保险是以经济手段加强易洪区 

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具有社会互济性质，使 

投保者受灾后，能及时得到补偿，尽快恢复生 

产 ，重建家园 ，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同时有利 

于增强全民防洪减灾意识，促进防洪工程的 

建设和管理 ，提高水利工程的防御能力，为国 

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 可 

靠 的保障，国内外取得 的经验都充分证 明 r 

这一点 

3．1 制定洪水保险法规 

实施洪水 保险 ，目前还有一定难度。我 

国的政策是对受灾地区采取由国家财政拨款 

救济的方式 ，这一方面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另 
一 方面要求全体纳税人承担灾区部分人的损 

失也未必合适 ，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 要 

扭转长期以来的防灾减灾体制 ，存在 巨大 的 

阻力。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 ，对参加洪水保 

险，在某种程度讲 ，认识各不相同。我国虽已 

颁布 r《防洪条例》、《关于蓄滞洪匾安全与实 

施指导纲要》，对滞蓄洪区要逐步推行洪水保 

险已作了明确规定 ，但对流域的易洪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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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洪水保险无 明确 法规 美 国在 1956年 

国会通过的《联邦洪水 保险法》．是采取 自由 

投保方式，结果投保户 占应投 保户的 比例很 

小。于是 1968年通过 r《全国洪水保险法》等 
一 系列强制性洪水保险法案。它们 的实践经 

验表明，采取强制性洪水保险是必要的_2J。因 

此 ，法规是洪水保险得 顺利开展的保证，制 

定适台我国国情的洪水保险法规是当务之急。 

3．2 建立洪水保险机构 

在国家财政 的支持下，由水利部门和保 

险部门联办，建立专门的洪水保险机构，是开 

展洪水保险业务的需要。这些机构不仅要负 

责开展保险业务 、承担再保险业务，起到经济 

实体的作用，而且还可发挥洪水保险基金的 

作用 ，参与防洪工程的建设投资，同时还可支 

持研究机构进行防洪理论、政策、法规的宣传 

和研究 ，为各级防洪决策机构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对洪水保险经 营风险的深人分析 ，我们 

认为建立各省区的洪水保 险公 司和全国的洪 

水再保险公司，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全国再 

保险公司除了是各省 区保险公 司的上级主管 

部门外，还必须承担对各省区保险公司的再保 

险业务，减少各省区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4 结 语 

洪水保险在我 国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 

景，但 目前我 国对洪水保险的研究还不够 ，已 

做的工作也 太多偏重 理论研究 ，且多为定性 

分析，而无定量成果。本项 研究选择浙江省 

兰溪地区为典型，对洪水保险的费率 、经营风 

险做了定量研究 ，并提出 j，实施对策 ，研究成 

果不仅对兰溪地区实行洪水保险具有实际的 

指导意义 ，对全国及其它地 区实施洪水保险 

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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