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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的部分研究
成果，丛书之一，主要对综合风险分类及标准、巨灾保险数据采集规范、石油石化行业综合风险分类
标准以及巨灾风险管理模型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探讨，并在农业风险、环境污染风险、中国高速铁路
承运人风险以及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等领域进行了风险管理方面的应用研究。
综合风险分类标准、巨灾保险数据标准以及巨灾风险管理模型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是灾害风
险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新方向，做好这些工作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综合风险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本书可供灾害科学、风险管理、应急技术、防灾减灾、保险、生态、能源、农业等领域的政府公
务人员、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的师生等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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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数据的细度主要分两大类：第一类是风险标的本身与巨灾相关的属性，包括建筑物占
用性质（住宅、商用、工业等），建筑构造类别（木结构、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
；第二类是标的保单信息，包括承保风险（地震、台风、洪水等），保障类别（建筑物、室内财物、
利润损失等），保单限额、保单免赔额等。
以往对巨灾数据质量的探讨多集中在数据的精度，即地理上的解析度。
一般来说，精度越高，模型结果应该越准确。
但是如上文所说，巨灾数据是一组数据，而不仅是一个数字，如果片面追求精度，而忽略了与之相配
套的数据细度问题，则反而可能在提高精度的同时，降低了诸细度参量的准确性，从而造成整体数据
不匹配。
举例说明，国内保险公司目前的巨灾模型分析多采用省级数据精度，而省一级的数据细度相关参数也
可以进行相对较合理的估计。
例如，某省的承保标的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多少是钢结构等。
这样就可以组成一组相互匹配的巨灾数据输入参数。
如果公司决定提高数据精度，把巨灾累积数据的地址信息精确到地市级甚至乡镇级，则必须能够给出
相应的每个地市甚至乡镇的巨灾细度诸参量信息，否则就可能如图2-3所示，因为细度参量的不匹配造
成结果的很大偏差。
在实务中，采集细度参量最大的困难在于：①很多公司不确定有哪些细度参量需要采集；②采集的细
度参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口径不一，无法进一步处理。
为解决这些问题，《规范》提出了主要细度参量的分类、编码标准和优先级。
实务中可以从优先级为1的参量开始采集，有条件的可以补充优先级为2的参量，采集的数据统一采用
《规范》里的分类和编码规则，这样就可以逐步建立起全行业通用的巨灾数据库和数据平台，并为下
一步开发中国的巨灾模型和建立国家巨灾保险机制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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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综合风险防范:标准、模型与应用》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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