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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２００５年汛期保险行业气象服务
及效益分析评估

吕红，刘宇，寇小兰，李少强
（陕西省气象科技服务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通过对中国财产保险公司西安未央支公司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气象服务的高敏感程度和效益
调查，以西安分公司２００５年５—１０月企业财产保险理赔案为例，分析气象灾害对其经营环节的影
响。总结出陕西财产保险受影响的主要气象灾害有：暴雨、大风、大雨、雷电、滑坡、塌方等。影
响最大的是暴雨，占所有灾害的５６３％；其次是大风，占２２５％；第三是由连阴雨致洪暴雨引起
的滑坡、塌方，占１２６％。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天气的预报、预警服务对保险业服务保障有
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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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气候敏感区，也是各类气象灾害频发
区［１］，气象灾害对保险行业的影响十分明显。据统
计陕西省财产保险因气象灾害引起的赔款占整个
赔款总数的４１％左右，利用气象信息趋利避害减
少损失，是保险公司的愿望，也是气象部门为社
会各行业服务的责任。本文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称西安分公司）为
例，对该公司２００５年汛期保险理赔气象证明案件

中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评估出保险受气象条
件的影响程度，为未来的保险业服务、气象服务
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保险的经营环节和流程

中国财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未央支公司（以
下称西安未央支公司）是商业性的综合保险，保
险业务主要是机动车辆险、家庭财产险、企业财
产险、货物运输险、责任险、建筑安装工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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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对流天气。
４２强回波对应低空海拔１５～３５ｋｍ偏南急
流。低空急流出现对流加强，低空急流减弱，对流
减弱。低空急流越强对应的对流越强，即回波反射
率因子越大，大反射率因子所处海拔高度越高。
４３低涡中强回波带对应高空海拔５６～８２
ｋｍ西北气流风速≥１８ｍ燉ｓ区域的前缘，随着向
螺旋状回波带前方过渡，回波带移动到低涡暖湿
气流侧时，反射率因子逐渐减小，表明高层冷平
流是低涡系统中强对流发生的另一重要因素。
４４低涡发展增强阶段和强盛阶段大反射率因
子位于回波带下部的后侧边缘，回波带中后侧边

缘反射率因子梯度最大；低涡减弱阶段大反射率
因子位于回波带前侧，回波带前侧边缘的反射率
因子梯度最大。低涡中回波螺旋特征明显，强回
波带呈螺旋状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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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伤害险等。
保险公司经营利润源于承保活动和投资活

动。保险业经营利润为承保利润、外来资金投资
收益、自有资金投资收益三者之和。从保险业的
价值链（图１）可知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的经营环
节有：财产险保户服务、理赔服务、定购计划。

图１保险业的价值链

气象因素对保险经营环节的影响
保险公司经营环节的定购计划、财产险保户

服务、理赔服务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气象灾害。气
象灾害包括天气灾害和气候灾害，天气事件如暴
雨、冰雹、大风、雷电、寒潮等，气候事件如干
旱、低温阴雨、连阴雨和连续性暴雨等发生后同
生态环境、人类活动、生产建设相互作用或产生
矛盾时带来的灾害。陕西是我国各类气象灾害频
发区，灾害种类多，成因复杂，如旱灾、低温阴
雨、连阴雨和连续性暴雨、洪灾、雹灾、雷电、低
温冻害、大风、沙尘暴、寒潮、霜冻、干热风、大

雾、龙卷风、酸雨等［１］，因此保险理赔服务中，财
产责任保险与气象灾害有直接关系。
２１气象产品服务需求

陕西省气象科技服务中心向西安未央支公司
提供周、旬、月天气预测；理赔服务中提供风、降
水量历史气象要素；还通过互联网向人保公司陕
西省分公司、西安分公司提供西安和全省短期、中
期预报，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降水实况等气
象信息产品。

由陕西省保险公司、西安分公司、西安未
央支公司高级营销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
师、高级主管组成专家调查小组，通过座谈、问
卷调查得表１。由表１可见，专家中７０７％认
为财产险服务与风、雨的周、旬预测准确率，预
报精细程度有强和较强影响；５７９％认为定购
计划与风、雨的周、旬、月预测准确率有强和
较强影响；６６６％认为理赔服务与风、雨历史
数据，实况数据有强和较强影响。满意度调查
中，专家们对现在的气象服务比较满意，７３％
专家认为现在的气象服务好或较好。个别专家
认为：风、雨灾害性天气，预报精度（强度、量
级和落区）和预报时效还不能满足需要，７～１０
ｄ的预报准确率需要提高。

表西安未央支公司气象条件敏感度及气象服务情况调查汇总
经营环节 气象条件 影响程度燉％ 气象服务满意度燉％ 气象服务需求

订购计划 风、雨的周、旬、月预报
强 较强一般 好 较好一般 差

１９２３８７４２１３５９２８３３５８
周、旬、月预报

财险保户服务 风、雨的周、月预报 ３３６３７１２９３４８５２４５２７０ 周、月预报
理赔服务 风、降水量 ４２２２３４３４４３８９３４４２６７ 风、降水量
注：１气象条件包括：温、压、湿、风、雨等，预报准确率，预报时效，预报服务精细程度等方面因素。

２影响程度中的强、较强、一般分别指气象条件对产值的影响在１０％以上、５％～１０％和５％以下。

２２财产理赔受气象灾害影响案件分析
为了对个人、家庭、企业投保户因气象灾害

造成的损失作全面的了解，对保险行业的服务更
具有针对性，以西安分公司２００５年５—１０月企业
财产保险理赔案为例，分析全省出险主要的气象
灾害及其分布规律。

影响保险业主要的气象灾害：暴雨、大风、大
雨、雷击、滑坡、塌方等。财产保险理赔中受灾
害性天气影响最大的是暴雨，达４０起，占所有灾
害的５６３％。７月１３次，８月１１次，５月、１０月
为６次，６月和９月各２次，这与陕西暴雨时间分
布［２］基本一致。大雨３次，占４３％。影响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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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风为１６次，占２２５％，其中５月多达９次。
初夏出现的大风，大多数是强对流天气出现时伴
随的短时大风［１］。由连阴雨致洪暴雨伴随而来的
滑坡、塌方共９次，占１２６％，这与陕西９月、１０
月秋季连阴雨发生频次较多是一致的［２］，这种由
连锁效应造成的地质灾害破坏程度更大。雷击３
次，占４３％，２次出现在陕北，１次出现在商洛。
雷击天气的产生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较大，陕北
多于关中、陕南［２］。可见暴雨、大风、雷电等气象
因素与财产保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气象灾害对保险理赔的影响

企业财产保险理赔案例统计分析５—１０月损
险额累计１８１多万元，多由暴雨、大风、连阴雨
致洪暴雨造成的损失。

２００１年营销总产值１６００万元，由气象灾害
引起的净自然产值２０４万元。全年有２１个暴雨
日，暴雨７６站次，全省降水大部分偏少。气象灾
害总体损失与常年相比，关中、陕南大部分较轻，
陕北较严重［３］。当年气象灾害对未央支公司产值
的影响约为１２％。

２００２年总产值１７００万元，净自然产值２３６
万元。全年有２４个暴雨日，暴雨９８站次，陕北、
陕南局地暴雨多，落区集中，洪涝灾害严重［４］。当
年气象灾害对未央支公司产值的影响为１４％。

２００３年总产值１８００万元，净自然产值３０７
万元。全年有４０个暴雨日，暴雨１７２站次，夏秋
季降水偏多，全年降水偏多三至六成。关中东部、
陕南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５］。当年
气象灾害对未央支公司产值的影响为１７％。

２００４年总产值２２００万元，净自然产值２１９
万元。全年有２２个暴雨日，暴雨８７站次，全年
未出现大范围强降水洪涝灾害［６］。当年气象灾害
对未央支公司产值的影响为１０％。

２００５年总产值２６５０万元，净自然产值２６３
万元。全年有３４个暴雨日，暴雨１２９站次，暴雨
日数及强度多于常年，秋季出现明显的秋淋［７］。当
年气象灾害对未央支公司产值的影响为１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西安未央支公司最大净产值
３０７万元出现在“夏秋季降水偏多，全年降水偏多
三到六成，关中东部、陕南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

暴雨洪涝灾害”的２００３年，最小净产值２０４万元
出现在“气象灾害总体损失与常年相比，关中、陕
南大部分地区较轻，陕北较为严重”的２００１年。
５ａ平均净自然产值约２５１万元，变幅１０３万元，
最大波动占５ａ平均产值（剔除生产力发展因素）
的４１％。可见气象灾害引起西安未央支公司产值
波动较大。
结论和建议
４１财产保险是对气象条件敏感度比较高的行
业。陕西财产保险受影响的主要气象灾害：暴雨、
大风、大雨、雷击、滑坡、塌方等。汛期财产保
险理赔中受天气影响最大的是暴雨，占５６３％；
其次是大风，占２２５％；第三是由连阴雨致洪暴
雨引起的滑坡、塌方，占１２６％，虽然发生次数
较少，但影响程度大。
４２灾害天气更长时效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和预
报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暴雨、大风、雷电等灾
害天气的预报、预警服务在未来的保险业服务保
障功能上，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４３气象灾害发生的时间、地域分布与财产保险
企业的产值波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４４保险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有待于对多年的
保险理赔案件做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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