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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对巨灾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和重大课题，也是当代保险业面临的严峻挑
战。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的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建立巨灾风险管
理体系的重要性。　　一、深刻认识建立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
领导下，抗灾救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从中也反映出我国在巨灾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值得我们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通过这次抗灾救灾，我们对巨灾风险的特点和建立我国巨灾风险管
理体系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巨灾风险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突发性强。巨灾风险发
生的频率可能是几十年甚至百年不遇，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上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以这次雨雪
冰冻灾害为例，1月初南方突然大范围降温降雪，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有人甚至认为是“瑞雪
兆丰年”，但最后变成了涉及亿万人口的雨雪冰冻灾害。二是风险结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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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风险管理报告(2009)》中告诉我们如何对巨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和重大课
题，也是当代保险业面临的严峻挑战。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进
一步凸显了加快建立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得要性。深刻认识建立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1.建
立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是保障服务民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2.建立巨灾风险管
理体系，是有效应对我国巨灾风险的迫切需要；3.建立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是更好地发挥保险功能和
作用的需要。
建立以保险为重要内容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是现实选择：1.保险是有效应的市场化机制；2.保险是提高
巨灾风险管理技术的着力点；3.再保险是保险业参与巨灾风险管理的有力保障；4.政府推动、政策支持
是保险业参与巨灾风险管理的重要保证。
努力推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1.扩大保险覆盖面，全方位参与巨灾风险管理；2.努
力提升保险业自身能力，全过程参与巨灾风险管理；3.加强相关研究，逐步建立、完善巨灾保险制度
。
保险业在巨灾区险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刚刚起步。展望未来，责任重大，但更加充满信心。
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合作与支持下，保险业在防范化解巨灾风险、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一定会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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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论巨灾风险的综合防范　　一、汶川地震灾害及其损失评估　　（
一）汶川地震及其主要特征　　1. 汶川地震发生的背景　　中国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
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共同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发育
，形成了23条主要地震带，其中将中国大陆分隔为东西部的南北地震带尤其引人关注。南北地震带
从20世纪至今已经发生过29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4次8级以上地震。就7级以上地震发生频度而言，南
北地震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高的地区之一。汶川8级特大地震发生在南北地震带，具体位于和四川
盆地交接处的龙门山活动断裂带中。龙门山断裂带由一系列北东向展布的逆断层构成，沿地表可连续
追踪约200千米，其长度足够孕育产生强地面震动的破坏性地震（陈顒，2008；马宗晋等，2008）。　
　2. 余震序列分析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供的地震观测资料，截至2008年8月9日16时，汶川8级
地震发生后，共记录到余震22 982次，其中4级以上余震251次，5级以上余震38次，6级以上余震8次，
最大余震为2008年5月25日16：21时四川青川县6.4级地震。汶川8级地震的主震属于板内逆冲型地震，
余震分布在长约300千米、宽40多千米的狭长区域内。震区5级以上余震主要分布在南北两端，最大
的6.4级余震发生在北端。余震整体上由西南向北东发展。根据地震序列分析和地震频度分析，目前余
震发生的频度已经明显降低，但是余震震级却有上升趋势，这说明地震能量仍存在集中释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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