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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保险行业动态 

一. 保监会进一步加强市场准入信息披露工作 

3月 9日，保监会网站发布消息称，将进一步加强市场准入信息披露工作。保

监会表示，近年来，保监会持续加大信息披露监管力度，陆续出台了偿付能力、

资金运用、股权信息、关联交易等一系列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强化社会公众监督，

提高行业透明度建设。其中，在市场准入监管方面，按照加强保险公司股权信息

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所有申请筹建的保险公司均需在保监会指定网站上公

开预披露筹建方案、投资人资金来源声明、关联关系声明等重要信息，并对披露

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以接受外部监督，提高合规水平。 

保监会表示，预披露是保险公司准入审核的必要环节，与批筹进度无直接关

系。所有新申筹保险公司提交申报材料时，都需按要求进行预披露。 

目前，保监会已要求所有新申筹保险公司进行预披露。相关信息将在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网站上陆续公布。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保险公司设立预披露】

信息列表上可见，2017 年 1月 20日开始，已有 28家公司进行了信息预披露，其

中人寿保险公司 15 家、财产保险公司 4家、健康险公司 4家、养老险公司 1家、

自保公司 2家、科技保险公司 1家、资产管理公司 1家。已获批筹建的公司有 12

家，已获批开业的公司有 2家。 

二. 第十二届亚洲保险监督官论坛年会在新加坡成功召开 

2017年 3月 16 至 17日，中国保监会派代表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二届

亚洲保险监督官论坛（AFIR）年会。期间，中国保监会作为轮值主席和秘书处主

持召开了第一次 AFIR 成员会议。来自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泰国、韩国、日

本等 20个 AFIR成员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监管机构高级官员，以及来自国际保险监

督官协会、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亚洲发展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

织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此外，老挝、柬埔寨、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友好国家

代表也参加了本次年会。  

3月 16日下午，中国保监会作为轮值主席正式确认了 21个 AFIR成员资格，

分别是阿富汗、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印度、日本、

马尔代夫、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韩国、菲律宾、



 

4 

 

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阿联酋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

成员会议。与会成员高度评价了中国保监会承担秘书处职责后所开展的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就 AFIR 进一步发展达成多项共识。AFIR每年将举办年会，推动监管

机构间交流合作，不断提升 AFIR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年会期间将召开成员会

议，就 AFIR各项工作及未来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考虑到秘书处的重要

作用，成员会议授权核心工作组就秘书处运行模式、经费来源及管理制度等进行

研究，提出方案供成员会议讨论。成员会议通过了由中国香港承办 2018 年 AFIR

年会的提议。会议期间，发言代表介绍了各自保险市场发展及监管改革情况，分

享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保险资本标准制定及新兴市场等工作的最新进展，并就

巨灾保险、保险业创新、保险监管创新以及如何应对网络风险的挑战等议题深入

交流了经验。  

第一次 AFIR成员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 AFIR机制化运行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AFIR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将显著增强亚洲保险监管的凝聚力，密切成员间

的监管交流与合作，扩大亚洲保险业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保监会将继续引领和推

动 AFIR向前发展，代表亚洲在国际保险监管改革中发出亚洲声音，进一步提高新

兴市场在国际保险监管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亚洲保险监督官论坛由中国保监会于 2005 年首倡建立，迄今已成功举办 12

届年会。AFIR已经成为亚洲地区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成为促进亚洲

保险业与相关国际组织交流互动的重要纽带,并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亚洲开发

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和地区性组织展开广泛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发

出亚洲声音。 

三. 2016 年，中国撑起了全球保费增幅的近半壁江山 

近日，德国安联集团研究部门发布了标题为 China Saves the Day 的全球保

险市场调研报告，2016 年全球保险费总收入创历史新高，达到 3.65万亿欧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剔除受汇率影响，增幅约为 4.4%。较 2015、2014年相比，

整体保费初步预测增速略微放缓，但仍然保持了长期平均保费水平，并与全球经

济增长速率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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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加的总计 1500 亿欧元左右的保费中，约有 900亿欧元来自同一个市场—

—中国 ,2016年中国保险费总收入为 3.096 万亿，增速为 27.5%，占全球保险费

总收入的 11.42%。这意味着中国撑起了全球保费增幅的近半壁江山。 

第二部分：案例分析 

自然灾害风险预防措施— 

2016 年巨额保险理赔金额背后的启示 

一．事件 

2016年 9月 15 日凌晨 3时，第 14号台风“莫兰蒂”在中国福建、厦门登陆

我国，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5级(48米/秒)，此后强度迅速减弱，15日 7时

减弱为台风，17时减弱为热带低压。这是 2016 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也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登陆闽南沿海风力最强的台风。台风致使厦门、泉州、宁波等地遭受

巨大损失，共 304.32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28 人、失踪 15人，直接经济损失 210.73

亿元。 

二．涉及的保险险种及损失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台风保险业共接到财产险报案 113153件，总涉案损失金

额约 44.95亿元。其中车险案件 78657件，涉案金额 9.76亿元，非车险案件 34496

件，涉案金额 35.19 亿元。截至 2017年 2月，已决案件件数 99730件，件数结案

率 88.14%。 

车险主要为机动车辆损失保险；非车险主要为企财险、家财险、意外险、人

身险等。 

三．自然灾害的类型、形式及特点 

自然灾害，也称为天灾，指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这种异常现象给周

围的生物造成悲剧性的后果，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即构成灾难。世界气象组织表

示，所有的天灾有百分之九十跟天气、水和气候事件有关。分为地质灾害、气象

灾害 、气候灾害、水文灾害、生态灾害、天文灾害。 

http://baike.so.com/doc/5419347-5657518.html
http://baike.so.com/doc/5688712-5901409.html


 

6 

 

洪涝、干旱灾害，台风、冰雹、暴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火山、地震灾害，

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

和重大生物灾害等。 

自然灾害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是人

类过去、现在、将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主要呈现出种类多、分布地域

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严重等特点。 

四．自然灾害的预防措施 

面对自然灾害我国建立了“预防为主，防抗结合”的总方针。预防措施主要

有：1、制订预案，常备不懈；2、以人为本，避灾减灾 ；3、监测预警，依靠科

技；4、防灾意识，全民普及；5、应急机制，快速响应；6、分类防灾，针对行动；

7、风险评估，未雨绸缪。 

五．保险公司可以承保的自然灾害种类 

目前保险公司承保的自然灾害主要有雷击、暴雨、洪水、暴风、龙卷风、冰

雹、台风、飓风、沙尘暴、暴雪、冰凌、突发性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突然

下陷下沉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破坏力强大的自然现象。 

六．保险公司不承保或特约承保的自然灾害种类及原因 

目前保险公司不承保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地震、海啸及其次生灾害。但可以通

过、特别约定、扩展条款或附加险（地震保险）承保。 

原因为：1、地震和海啸目前还无法精确预测和采取有效措施；2、地震的破

坏性极大，损失极大。 

八． 自然灾害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种类和险种 

自然灾害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种类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财产保险，主要

险种有：企业财产保险、筑、安装工程保险、房屋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

损失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远洋渔船保险等。 

第二类为人寿保险，主要险种有：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寿险。 

第三类为意外伤害保险，主要险种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等。 

http://baike.so.com/doc/1772528-1874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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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为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风灾保险、洪水保险、旱灾保险、冰雹保

险等，农业保险只针对自然灾害中的一种或几种风险承保，而不是全部承保。 

从以上保险的险种不难看出承保自然灾害保险的险种的保险标的为物或人的

生命。 

八．自然灾害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种类 

自然灾害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种类大致分为四类，分别为责任保险、保证

保险、信用保险、健康保险（除失能收入保险外）。 

九．保险在预防重大自然灾害和灾后救助中的作用 

保险公司是对同质风险集中与分散的管理机构，通过长期以来对不同特定风

险的识别和参与管理。保险公司依靠积累的大量灾害风险数据在巨灾风险评估、

建立巨灾风险数据库以及巨灾风险模型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已形成有效的风险

管理体系。同时把灾害风险管理理念引入灾害管理的全过程，运用经济激励的方

式鼓励运用各种减灾手段，起到了从整体上降低社会灾害程度的目的。因此保险

在预防重大自然灾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直以来我国的重大灾害主要靠政府救助，随着经济的发展非政府救助也成

为一只重要力量，无论是政府救助，还是非政府救助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达

到灾前状态，主要受政府财政预算或财政资金规模，筹集资金能力（非政府）及

受灾严重程度等因素制约。而保险作为市场化机制下的参与主体，在灾后重建阶

段，市场化的保险补偿方式具有补偿及时水平高(保障家庭、企业稳定，减轻政府

负担)等多方面优势，将成为自然灾害救助体系的新型力量。 

浙江、福建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保险深度居全国前列。从本案例不

难看出，保险参与重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的深度还不够，只占直接经济损失的

14.8%，这已比 2008 年汶川地震的保险赔付只占直接经济损失的 0.2%高出了 70

倍，这不但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灾害类型直接相关（台风是我国沿海地区面临的

主要自然灾害，而且每年都会遭遇台风。地震发生的频率却低的多，人们对地震

的防范意识也不足）。国际上自然灾害的保险赔付金额，一般都达到了直接经济

损失的 30%至 40%。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保险认识水平的提高，商业保险必将

成为自然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力量。 



 

8 

 

十．如何通过保险转嫁生产及生活中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 

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必须遵守风险管理的目标，通过风险成本最小

化实现价值最大化，既以最少的保费支出获得最大的风险保障。保险转嫁便更达

到此目的。 

1、首先要进行风险识别，识别自身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类型； 

3、其次选择适合的保险险种，在选择时注意以下几点，认真阅读保险条款：

（1）主要看保险责任，是否涵盖自身所面临的全部风险；（2）看责任免除（除

外责任），尽可能少或不可能事项；（3）看保险费率（保费）；（4）看免赔额(免

赔率)，（5）看公司品牌。大品牌、责任全、费率（保费）低、免赔额（免赔率）

低的为最佳选择。 

3、再次对于保险合同中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自然灾害，而且却面临现实的威胁，

且其它保险条件都满足预期，则可通过特别约定（个人、企业）、扩展条款或附

加条款（企业）进行增加，一般情况下是需要付费的也有一些是免费的，关键看

风险本身的特点，如地震和海啸一般是需要付费的，其它的则无需付费。 

 

 

 

 

 

 

 

 

 

                                             业务发展部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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