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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筑物地震保险制度及保险费率厘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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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简单阐述各国成熟保险制度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普及方式、出售方式、保险金额、免赔率及保
单涵盖范围等方面对适应我国国情的地震保险制度进行研究。采用基于地震危险性、建筑结构易损性及结构损

失的地震工程学方法进行地震保险费率厘定，并对如何恰当考虑地震危险性与选择结构易损性计算方法进行论

述。最后，选取课题组计算获得的５７６条解析地震易损性曲线，分析后得到考虑了建筑高度、抗震设防烈度、
龄期及抗震设计规范差异的ＲＣ框架主体结构、建筑装修及室内财产地震保险费率，并与各国已有的地震保险费
率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本文地震费率计算方法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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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是我国造成经济损失最多的自然灾害［１］，

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 ２００７年全国
ＧＤＰ总量的３４％；玉树地震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约占２００９年全国ＧＤＰ总量的０７６％；唐山地震
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 １９７５年全国 ＧＤＰ总量的
３３％。面对地震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国际上多
采用地震巨灾保险形式进行恢复重建，如美国、

日本等，而我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进行重

建，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与不稳定，因此亟需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国内学

者对如何建立我国的地震保险制度进行了初步讨

论：郑伟［２］认为建立地震保险制度应首先制定相

关法律法规并设立地震保险核心机构；李花等［３］

认为制定地震保险制度应着眼于政府与市场扮演

的角色；熊华等［４］认为应采用局部强制投保的方

式进行地震保险普及；鄢斗等［５］认为应通过金融

等衍生物进行地震风险转移。上述研究仅从单一

的角度或局部对地震保险制度进行了讨论，因此

有必要对适应我国国情的地震保险制度进行整体

阐述。

地震保险费率厘定技术未得到合理解决是我

国地震保险制度未能建立另一原因。保险费率应

基于大数定理厘定，而地震发生次数较少导致其

不满足大数定理适用条件，故基于地震工程学理

论进行地震保险费率厘定方法成为学术界共识。

我国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朱建刚等［６］认

为基于工程学理论的费率厘定方法需三方面的技

术支持：建筑物经济损失比矩阵、建筑物单体破

坏比矩阵、关于场地地震烈度矩阵；马玉宏等［７］

采用极值Ⅲ函数来刻画地震烈度分布，结合经验
地震易损性矩阵及损失比矩阵厘定出不同地震危

险性区域ＲＣ框架结构保险费率；陶正如等［８］基于

汶川地震数据修正四川省地震危险性，结合震后

建筑物破坏比矩阵及损失比矩阵厘定出两种免赔

率情况下的ＲＣ框架与砖混结构地震保险费率。针
对上述研究所采用的经验地震易损性方法的固有

缺陷，本文基于课题组所获得的解析地震易损性

曲线并恰当考虑地震危险性，以厘定地震保险

费率。

１　地震保险制度设计

保险制度［９］是指为降低未知事件可能造成的

经济损失而建立的风险分散制度。根据保险制度

的定义，并结合地震风险的特点，可以得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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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保险制度应涵盖下述内容：①政府角色；
②保险普及方式；③保单出售方式；④保险金额
确定；⑤免赔率确定；⑥保单涵盖范围；⑦保险
费率确定。以下即从上述诸方面就适合我国国情

的地震保险制度进行论述。

１１　政府角色
政府角色定义是保险制度确立过程中关键的

一环。普通保险可通过资本市场自主进行保险费

率确定、保险政策制定、保单发售及保单索赔等

系列行为，而地震保险行业则不能自由发展，具

体原因如下：①地震损失巨量性导致单一保险公
司不具备赔付能力，因此政府机构需作为枢纽，

联合各保险公司组建共保体以应对巨额损失。②
资本市场追逐利润最大化。为规避地震可能造成

的巨额赔偿，保险公司会只在地震风险较低地区

开展地震保险业务，或在风险较高地区提高保费，

亦或是震后拒绝赔付，这一点在美国加州

Ｎｏｒｔｈｒｉｄｇｅ［９］地震中尤为突出。我国地震保险制度
应以民众可接受保费普及地震保险，但这与资本

市场的本质相矛盾，因此政府需对地震保险行业

进行扶持与引导。③我国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
部分民众对于地震保险会采取逆向选择，而保险

公司与民众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高费率，使得房

屋质量好、日常注意维修的优质客户不愿投保，

因此政府需对民众进行正确引导。

综上所述，地震风险损失巨量性、时空不确

定性导致其不能在资本市场自由发展，而应有政

府介入，这一点在巨灾保险制度成熟的国家中已

充分体现，亦成为学术界共识，但政府部门采用

何种方式介入、介入程度如何，则应与国家基本

国情相适应。

政府介入一般采用三种形式：行政介入、财

政介入、两者综合介入。财政介入是指政府以特

定方式对资本市场进行资金支持，如：政府地震

保险公司进行担保，若资本市场赔付能力不足，

政府对超过资本市场赔付能力之外的索赔进行兜

底赔付。行政介入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地震

保险行业进行扶持，或作为非财政角色参与地震

保险市场运营。综合介入即为两者综合。

笔者认为我国地震保险制度中政府应起到综

合介入的角色：①政府应成立特定部门以起到枢
纽作用，通过沟通协调将全国资产良好的保险公

司联合起来组建共保体；②政府部门应加强地震
风险宣传力度，提高民众风险意识；③政府部门
应从财政上对共保体成员公司给予支持，如：降

低税率；④政府部门应对超过共保体赔付能力之
外的索赔进行财政兜底以提高共保体信用等级。

上述①②项为行政介入，③④项为财政介入。

１２　地震保险普及方式
目前各国地震保险普及方式有完全自愿、部

分强制、完全强制三种。

完全自愿是指居民自主选择是否投保。采用

此类普及方式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受

教育水平及风险意识均较高，如日本、美国加州

等；部分强制是指居民并不被强制购买地震保险，

但当居民办理某些业务时（如办理购房贷款）会被

要求购买地震保险。如我国台湾地区、新西兰等；

完全强制是指居民须先投保地震保险才可申请住

宅产权登记，如土耳其、罗马尼亚等。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应采用部分强制方式普

及地震保险，原因如下：①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
风险意识较低。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

北京，采取自愿形式来购买居民家庭财产保险的

仅为总人口的４１％（根据２０１１年北京财产保险学
会调查报告），因此完全自愿普及方式会造成地震

保险普及率较低，故此方式不适宜。②我国现阶
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完全强制普及方式给居民

造成额外负担，亦不适宜。

我国部分强制式地震保险应逐步分层次进行

普及，如：先从新建房屋实行，民众购买房屋时

强制缴纳；对于已建房屋，业主购买财产保险、

火险或办理贷款业务时强制投保；剩余部分房屋

应考虑地域差异循序渐进实施。为鼓励民众积极

投保，政府的财政补贴应根据用户投保地震保险

与否而区别对待。对于拒不投保地震保险的房屋

屋主，不仅不存在保险公司震后赔付，而且不给

予其政府财政补贴，或者补贴额度相较于投保用

户降低一定比例，以引导居民投保。

１３　出售方式
地震保险制度健全国家主要以两种方式出售

保单：①作为火灾保险、家庭财产险等基本险的
附加选择项，由民众自主选择；②与火灾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等基本险捆绑出售，民众在购买财

产基本险时必须购买地震保险，如法国、西班牙。

多数国家（如日本、美国加州、欧盟多数成员国）

将地震保险保单与火灾保险保单共同发售的原因

在于他们的房屋多为木结构，历次地震造成的火

灾损失十分巨大，故将两者结合。

我国城镇、农村房屋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与

砌体结构，相较于木结构，房屋主体受火灾影响

较小，故笔者认为我国地震保单可单独出售。与

火灾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平行单独出售的另一个

优势在于，居民可根据家庭情况灵活性组合购买。

１４　保险金额确定
保险金额［９］是指保险合同项下，保险公司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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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同时又是

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的计算依据。通过设定保险

保单赔付上限，进行限额赔付，保险公司可将风

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与一般保险相同，我国

地震保险也需设定保险金额作为地震保险的最高

赔付额。

在地震保险成熟的国家中，保险金额设定的

原则各有不同：罗马尼亚保险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欧元两个档次；日本取火灾保险限额的３０％
～５０％，主体结构不大于１０００万日元，室内家庭
财产不大于５００万日元；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金额
取房屋使用面积与建筑物每平单价之积且不超过

１５０万台币。
笔者认为，地震保险的目的在于保证居民震

后的基本住房需求，故我国地震保险金额应根据

家庭人数、区域人均住房面积、区域建筑物市场

单价之积计算确定，这种确定方法有其独特优点：

①考虑人均住房面积可保障震后居民的基本住房
需求；②保险费直接与保险金额挂钩，根据人均
住房面积、建筑物市场单价确定保险金额可以更

好地考虑各地经济水平的差异，提高各地居民购

买地震保险的积极性。

１５　免赔率确定
免赔率［９］为损失免赔金额与损失金额比值，

分为相对免赔率与绝对免赔率两种。相对免赔率

是指当实际损失比例超过免赔率时，保险公司赔

偿被保险者的金额为实际全部损失额；绝对免赔

率是指当实际损失比例超过免赔率时，保险公司

仅赔偿被保险者超过免赔率部分的损失。

现阶段国际上采用最广泛的地震保险免赔率

取值区间为２％～１５％，或规定固定免赔金额。参
考各国免赔率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笔者认为我

国地震保险制度应采取５％ ～１０％的绝对免赔率。
　　

　　设定免赔率优点：①设定免赔率可为地震保
险公司减少损失较小的索赔单，降低工作量；②
设定免赔率可提高屋主日常主动维修房屋的积极

性，以避免小震引起房屋损失较小而不能进行索

赔的情形；③设定免赔率可减少被保险人保费支
出，降低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

１６　保单涵盖范围
目前各国地震保险保单涵盖范围有住宅、个

人财产两方面，新西兰、日本、法国及土耳其的

保单涵盖住宅与个人财产损失，墨西哥及我国台

湾地区的保单仅涵盖住宅损失。为与直接经济损

失分类相对应，笔者认为我国地震保险保单应涵

盖三方面：房屋主体结构、房屋室内装修、房屋

室内财产。居民在购买地震保险时可根据具体情

况灵活投保，如房屋所有者可同时选三者进行投

保，房屋租客则可只投保室内财产，而房屋出租

者则只须投保房屋主体结构与房屋室内装修。

２　地震保险费率厘定

２１　地震保险费率现状及发展方向
日本保险费率厘定方法：假定自１４９８年６月

１９日至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６日３４７次破坏性地震，外加
１９７８年两次地震，共４８５年３４９次地震发生在现
在，估算出３４９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除以３４９
即为地震造成的年平均损失值，基于地震保险不

盈利原则（即地震保费收支相抵），则年平均保费

等于年平均损失值，除以保险金额总额即为年平

均保险费率。

我国台湾地区全岛均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且

区域面积较小，地震危险性差异较难区分，同时为

简化投保程序，所有地区采用单一费率：１１‰。表
１～表３给出了现行各国地震保险费率［１０－１５］。

表１　土耳其现行地震保险费率 ‰
结构类型 １类地区 ２类地区 ３类地区 ４类地区 ５类地区

钢、ＲＣ框架框架 ２２０ １５５ ０８３ ０５５ ０４４
砌体 ３８５ ２７５ １４３ ０６０ ０５０

其他结构 ５５０ ３５３ １７６ ０７８ ０５８
　　　　　　　注：１～５类编号表征地区地震危险性，１类地震危险性最高，５类最低。

表２　日本现行地震保险费率 ‰

区域

房屋类型

木结构

建筑物 财产

非木结构

建筑物 财产

１类地区 ２３ １７ ０７ ０５
２类地区 ２９ ２０ ０８ ０６
３类地区 ３７ ２６ １４ １
４类地区 ４２ ３０ １６ １１
５类地区 ４８ ３４ １８ １３

　　　　　　　　　　　注：１～５类编号表征地区地震危险性，１类地震危险性最低，５类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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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其余国家与地区地震保险费率

国家／地区 费率／‰
新西兰 ０１～０５
美国加州 １０５～５２５
中国台湾 １１
墨西哥 ０２～５３
法国 基本保单的１２％

　　由表１、表２可知，地震保险成熟的国家和地
区在地震费率厘定时考虑了建筑物结构类型及建

筑物所处地区，即考虑了结构抗震性能与其所处

地区的地震危险性。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采用更科学、更精细的

工程学计算方法已成为地震保险费率厘定趋势，

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共识。基于工程学方法厘定地

震保险费率建立在三大理论基础之上，即地震危

险性、结构易损性及经济损失。地震危险性表征

某地区遭受不同强度地震的概率；结构易损性从

侧面反映某地区结构抵御地震破坏的能力；经济

损失可从侧面反映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２２　费率厘定
根据上文所述，地震保险费率厘定须基于地

震危险性、结构易损性及经济损失三方面理论，

如何将这三方面理论合理结合起来，是本文研究

重点。

２２１　地震危险性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地震危险性差异较大，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地震区划图里得到充分体现，

故地震保险费率应基于各地区地震危险性。地震

成因非常复杂，这是各国地震学者亟待解决的问

题。现阶段各国地震工程学者均基于概率地震危

险性分析（ＰＳＨＡ）方法研究地震危险性，最终得到
地震危险性曲线。

我国地震动区划图历经五次修正，自第３代开
始，区划图是基于ＰＳＨＡ理论并结合我国震害资料
制定的，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我国各地区地震危

险性。

文献［１６］采用地震危险性曲线中５０年超越概
率为１０％的地震动来厘定地震保险费率，通过对
比 ＨＡＺＵＳ、ＡＴＣ－１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等方法得
出结论：采用此地震动表征地震危险性以厘定保

险费率是合理的。文献［１７－２０］认为厘定费率应
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地震，本文根据此方法计算

得到的保险费率是上述费率２～４倍，与目前各国
采取的费率相比过大，因此本文亦采用５０年超越
概率为１０％的地震动来表征地震危险性。
２２２　结构易损性

结构易损性是用来表征在遭受不同强度地震

动的作用下，结构发生各种破坏状态的概率。其

从概率意义上定量反映结构抗震性能，为预测震

后区域结构破坏状态，以及进行风险控制提供技

术支持。结构易损性概率属性可为进行地震保险

费率厘定提供数学基础。

目前国内学者厘定保险费率多基于经验易损

性矩阵，经验易损性矩阵根据震后统计数据得到，

有其固有缺陷如下所示。①基础数据少：我国未
系统进行震后建筑物破坏数据统计，导致灾区既

有建筑物震害数据不足。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

城市多数结构并未受破坏性地震考验，缺乏震害

资料。②适用性差：某地区统计得到的经验易损
性矩阵由于地区差异并不一定适应另一地区。如：

两地地基条件不同使得地基 －基础相互作用不同，
从而最终导致建筑物破坏状态不同。③不连续：
一次地震只能统计得到该地震动强度下的结构破

坏概率，经验易损性不连续性使得需选择合适地

震风险以进行费率计算难以实现。④主观性强：
地震学专家在灾区判断建筑物破坏状态具时主观

判断影响较大，且根据既有结构经验易损性矩阵

推断其他结构易损性矩阵亦存在较大主观性。与

经验易损性相反，解析易损性可根据具体情况模

拟计算任何结构易损性曲线，可考虑建筑物所处

地区差异，可得到任何地震动强度下结构不同破

坏状态概率，且具有严谨数学理论基础。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基于解析地震易损性曲

线进行保险费率厘定。为使建筑结构地震易损性

曲线数据库具有可扩展性，课题组以各类典型结

构作为城市区域相应建筑结构的主要代表模型，

并考虑建筑高度、抗震设防烈度、龄期及抗震设

计规范以考虑结构主要参数对建筑结构地震易损

性影响。本文选取典型 ＲＣ框架结构进行费率厘
定，建立解析易损性曲线考虑如下参数。建筑高度：

２、５、８及 １０层，层高 ３６ｍ；抗震设防烈度：６
（００５ｇ）、７（０１ｇ）、７（０１５ｇ）及８（０２ｇ）度；龄期：
３０、４０、５０及６０年；抗震设计规范：未抗震设防、
《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ＴＪ１１－７８）［２１］（简
称：７８规范）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１－８９）
［２２］（简称：８９规范）。由以上参数计算获得５７６条
ＲＣ框架结构解析地震易损性曲线。图１给出１６条２
～１０层、６度抗震设防、龄期３０年、８９规范典型
ＲＣ框架结构解析地震易损性曲线。
２２３　损失

建筑物主体结构损失比［２３］是其在不同破坏程

度下的修复或重建费用与建筑物主体结构重置单

价的比值。确定合理损失比是厘定地震保险费率

的关键所在。文献［２３］针对我国历次地震灾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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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１０层ＲＣ框架结构地震易损性曲线

表４　建筑工程结构破坏损失比 ％

结构类型
破坏等级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多层砖房 ０～５ ５～１０ １０～４０ ４０～７０ ７０～１００
钢筋混凝土结构 ０～５ ５～１０ １０～４０ ４０～７０ ７０～１００
单层工业厂房 ０～４ ４～８ ８～３５ ３５～７０ ７０～１００
城镇平房 ０～４ ４～８ ８～３０ ３０～６０ ６０～１００
农村建筑 ０～４ ４～８ ８～３０ ３０～６０ ６０～１００

表５　建筑装修及室内财产破坏损失比 ％

结构类型 损失比类别
破坏等级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砌体结构
建筑装修 ３ １３ ３４ ７４ ９３
室内财产 ０ １ １０ ４０ ９０

钢筋混凝土 建筑装修 ６ １８ ４３ ８１ ９６
结构 室内财产 ０ １ ５ ２０ ６０

钢结构
建筑装修 ６ １８ ４３ ８１ ９６
室内财产 ０ ５ ８ ３５ ９０

木结构
建筑装修 ３ １３ ３４ ７４ ９３
室内财产 ０ ０ ５ ３０ ８０

验总结，给出了不同结构类型的损失比，如表４所
示。根据文献［２３－２４］，课题组确定出建筑装修
及室内财产损失比，如表５所示。
　　表４和表５系根据实际震害资料统计得到，可
信度较高，故本文采用上表损失比进行地震保险

费率厘定。

２２４　费率计算
地震保险纯费率厘定原则：①纯费率厘定理

论基础正确；②地震保险不以盈利为主。即在保
证保险公司不亏损前提下尽量降低地震保费。

根据地震保险不盈利原则，则纯费率等于期

望损失率，即：

ＢＲ＝ＰＳＨ×ＰＭＬ。 （１）
式中：根据１－［１－ＰＳＨ（１０％，５０）］

５０＝１０％ ，计
算得 ＰＳＨ ＝０００２１０５，即重现周期为 １／ＰＳＨ ＝
４７５年。

ＰＭＬ（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ｏｓｓ）为结构可能的最
大损失值，本文定义其为结构遭受本地区设防烈

度水平地震动作用（根据最新地震动区划图确定，

且假定结构所在地区基本设防烈度在地震动区划

图更新后未改变）后可能的最大损失值，按下式

计算：

ＰＭＬ＝∑ＤＳＰ（ＤＳ，ＳＨ）×ＤＲＤＳ。 （２）

式中：ＤＲＤＳ为某破坏状态下主体结构、建筑装修
或室内财产的损失比，主体结构取中间值；Ｐ（ＤＳ，
ＳＨ）为建筑物遭受本地区设防烈度水平地震动时主
体结构不同破坏状态概率，本文设定建筑装修及

室内财产易损性与主体结构易损性相同。图２为计
算所得８９规范、龄期３０年、２～１０层典型 ＲＣ框
架结构的ＰＭＬ值。

图２　ＲＣ框架的ＰＭ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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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８９规范典型ＲＣ框架结构费率 ‰

龄期／年 设防烈度

层数

１０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８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５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２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３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１０２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５ ００１８２ ０４４９ ０４５７ ００４２
７度（０１ｇ） ０３１９ ０４８５ ００３１ ０３４００５４９２ ００３８ ０４７３ ０５８６ ０４６２ ０６９１ ０７４９ ００８５
７度（０１５ｇ） ０４６８ ０５８１ ００５６ ０５７０ ０６８９ ００７０ ０６７９ ０７８９ ００８４ ０７５１ ０８１５ ００９８
８度（０２ｇ） ０５９３ ０７１１ ００７０ ０６２５ ０７１２ ００７９ ０６９７ ０８１２ ００９５ ０７７３ ０８８２ ０１００

４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１０８ ０２７０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２６７ ００１１ ０１９６ ０３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４７２ ０６０６ ００５７
７度（０１ｇ） ０３３５ ０４９１ ００３８ ０３５６ ０５０４ ００４０ ０４９７ ０６２９ ００５９ ０７２６ ０８３０ ００９７
７度（０１５ｇ） ０４９２ ０６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５９８ ０７１９ ００７７ ０７１３ ０８１９ ００９５ ０７８８ ０８８８ ０１１１
８度（０２ｇ） ０６２３ ０７２７ ００７９ ０６５６ ０７５８ ００８７ ０７３２ ０８３０ ０１０１ ０８１２ ０９０１ ０１０９

５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１２７ ０２９０ ００１４ ０１２２ ０２８７ ００１４ ０２２２ ０３８８ ００２５ ０５１７ ０６６８ ００６９
７度（０１ｇ） ０３７４ ０５３５ ００４６ ０３９７ ０５５７ ００４９ ０５４６ ０６９５ ００７１ ０７７８ ０９１２ ０１１６
７度（０１５ｇ） ０５３８ ０６８７ ００７３ ０６４８ ０７９１ ００９３ ０７６４ ０９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８３９ ０９７２ ０１３２
８度（０２ｇ） ０６７４ ０８１４ ００９５ ０７０７ ０８４７ ０１０５ ０７８４ ０９１９ ０１２１ ０８６４ ０９９０ ０１３２

６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１３６ ０３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４４ ０２９５ ００１５ ０２２３ ０３８６ ００２６ ０５４５ ０６９４ ００７４
７度（０１ｇ） ０３９７ ０５５６ ００４９ ０４２１ ０５７８ ００５３ ０５７５ ０７２１ ００７７ ０８１４ ０９４７ ０１２６
７度（０１５ｇ） ０５６５ ０７１４ ００７９ ０６７９ ０８２１ ０１０１ ０７９９ ０９３４ ０１２４ ０８７７ １００９ ０１４５
８度（０２ｇ） ０７０７ ０８４６ ０１０４ ０７４０ ０８８０ ０１１４ ０８２０ ０９５４ ０１３２ ０９０１ １０２７ ０１４３

表７　７８规范典型ＲＣ框架结构费率 ‰

龄期／年 设防烈度

层数

１０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８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５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２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３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１０７ ０１６８ ００１１ ０１０６ ０１６３ ００１１ ０１９２ ０２８０ ００２１ ０４６１ ０６０６ ００５７
７度（０１ｇ） ０３４９ ０５１３ ００４２ ０３４９ ０５１３ ００４２ ０５０８ ０６６１ ００６６ ０８４１ ０９７７ ０１３７
７度（０１５ｇ） ０５４６ ０６９７ ００７１ ０５７０ ０７１８ ００７５ ０７２１ ０８５８ ０１０３ ０９２０ １０９９ ０１６７
８度（０２ｇ） ０６５６ ０８００ ００９４ ０７５５ ０８９３ ０１１４ ０８６４ ０９９５ ０１３７ ０９５３ １０８４ ０１６３

４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１１３ ０２７１ ００１２ ０１１５ ０２８１ ００１３ ０２０２ ０３６２ ００２３ ０４７４ ０６２１ ００６２
７度（０１ｇ） ０３６０ ０７２３ ００７７ ０３８８ ０７２８ ００７９ ０５４５ １３５２ ０２９４ ０８９０ １２３５ ０２２２
７度（０１５ｇ） ０５４５ ０６９５ ００７２ ０５７１ ０７１８ ００７５ ０７２２ ０８５９ ０１０３ ０９７１ １１０２ ０１６８
８度（０２ｇ） ０６５６ ０８０１ ００９５ ０７５６ ０８９４ ０１１５ ０８６５ ０９９６ ０１３８ １０２６ １０８６ ０１６４

５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１３９ ０２９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４６ ０２９８ ００１６ ０２４６ ０３８９ ００２９ ０５４１ ０６６９ ００６９
７度（０１ｇ） ０３８４ ０５６６ ００５１ ０４０７ ０５６５ ００５１ ０５８２ ０７２８ ００７９ ０９３２ １０６９ ０１６７
７度（０１５ｇ） ０６２０ ０７６５ ００８６ ０６５０ ０７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８０９ ０９４２ ０１２５ １０３０ １２００ ０２０３
８度（０２ｇ） ０７３６ ０８７５ ０１１２ ０８４２ ０９７９ ０１３９ ０９５６ １０８８ ０１６７ １０４４ １１８１ ０１９２

６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１４８ ０３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５６ ０３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２７１ ０３９２ ００３１ ０５６９ ０６９５ ００７５
７度（０１ｇ） ０４３２ ０５８８ ００５５ ０４３０ ０５８７ ００５５ ０６０６ ０７４９ ００８５ ０９７３ １１０９ ０１８２
７度（０１５ｇ） ０６５２ ０７９４ ００９３ ０６８３ ０８２２ ００９８ ０８４５ ０９７８ ０１３６ １０７３ １２４６ ０２２４
８度（０２ｇ） ０７７２ ０９１２ ０１２３ ０８８１ １０１６ ０１５２ ０９９７ １１３０ ０１８３ １０９２ １２２９ ０２２０

表８　７８未抗震设防ＲＣ框架结构费率 ‰

龄期／年 设防烈度

层数

１０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８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５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２层
主体 装修 财产

４０ ０２６２０２７３８４００１１８６０２７１ ０２８２００１９５３４０３６６ ０３９１００２１９６０４１８ ０６０９６００５８３２
５０ ６度（００５ｇ） ０２８８２０２９５２００１６４ ０３４３ ０３５６００２２１６０３７１ ０３９４８００３６７６０５２８ ０６７２００７０４４
６０ ０２９８２０３０４８００１８７２０３６８６ ０３８６ ００２５ ０４１０ ０４１２００４９７２０６５３ ０６９７２００７６３２

　　在纯费率基础上考虑保险公司正常开销、上
税等费用，可得到地震保险总费率如下：

ＴＲ＝ＢＲ×（１＋δ）。 （３）
式中：ｄ为附加参数，代表保险公司日常开销、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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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等费用，本文取值０２。
基于上述地震危险性、结构易损性及既有损

失研究成果，结合保险费率厘定方法，计算出基

于不同设计规范设计的典型ＲＣ框架结构的地震保
险费率，如表６～表８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因１９７８年之前我国无抗震设
计规范，故１９７８年之前的建筑物按６度地震烈度
抗震设防考虑。由表６～表８可知：

（１）随着抗震规范的不断更新，ＲＣ框架结构
主体结构、建筑装修及室内财产地震保险费率逐

渐降低，原因在于我国建筑物结构可靠度随抗震

规范更新而不断提高。

（２）随着层数增加，主体结构、建筑装修及室
内财产地震保险费率不断降低。

（３）保险费率随地区设防烈度提高而逐步增
大。这一点显而易见，设防烈度是概率地震危险

性分析结果的一种表现形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地区地震危险性水平。

（４）建筑装修费率最高，主体结构次之，室内
财产最低。

（５）随着层数的增加，任两种设防烈度条件下
费率增加幅度逐步增大，如８９抗震规范、３０年龄
期，在７、８度地震设防烈度情况下，主体结构费
率增 加 幅 度 由 ２层 的 １１８％ 增 加 到 １０层
的８５９％。

（６）将遭受本地区设防烈度相当的地震动作为
地震危险性表征，结合相应典型结构解析地震易

损性曲线及既有损失研究成果来计算获得地震保

险费率的方法是合理可行的。

３　结语

（１）我国地震保险制度可采取以下形式：政府
综合介入方式；部分强制普及方式；地震保险单

独出售形式；以家庭人数、区域人均住房面积与

区域建筑物市场单价之积确定保险金额；５％ ～
１０％绝对免赔率；保单涵盖三方面（自主组合）：
房屋主体、室内装修、室内财产。

（２）以相应典型结构解析地震易损性曲线为基
础，结合地震危险性与结构损失得到考虑建筑高

度、抗震设防烈度、服役龄期及抗震设计规范差

异的ＲＣ框架主体结构、建筑装修及室内财产地震
保险费率合理可行。研究可为我国地震保险制度

及其费率厘定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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