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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保险需要多方参与发挥合力
江 帆

今年以来，台风、洪水、

风暴等自然灾害“你方唱罢

我登场”，肆虐我国多个省

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已是

箭在弦上。按国务院常务会

议的最新要求，我国巨灾保

险救助制度将从目前政府

“一手包揽”、“全程托底”，向

建立“责任明确”、“有限兜

底”的救灾新机制转变。建

立巨灾保险机制的过程，无

论政府还是保险机构，关键

要协同发力——

经济责任审计新规：

“ 一把手”有了“ 硬约束”
本报记者 崔文苑

首次将地方债、民生改善、廉政建设等列入审计内容

首次明确村、社区基层领导经济责任审计

首次提出重点岗位任期内至少审计一次

本报北京 7 月 28 日讯 记者吴佳佳、通讯员张福

征报道：“乙肝疫苗事件已过去近 8 个月，我国新生儿
乙肝疫苗接种率在下跌 30%后，已基本回升至 90%以
上的安全免疫保护状态。”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
副主任王华庆在国家卫计委举办的专家访谈宣传活动中
介绍说。

去年年底，多地相继曝出新生儿接种深圳康泰乙肝
疫苗后死亡事件，并演变为公共卫生事件。虽然国家卫
计委和国家食药监总局很快证实，婴儿死亡只是偶合事
件，康泰乙肝疫苗无质量问题。但公众对国产乙肝疫苗
品质信心溃堤，10 省份乙肝接种率下降 30%。今年年
初，疾控部门曾担忧，乙肝接种率如果持续下降，可能
导致乙肝疫情的卷土重来。王华庆介绍，从目前的监测
情况看，此前受影响没有及时接种乙肝疫苗的新生儿，
随着家长信心的恢复，大部分已补种。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免疫规划组组长兰斯同日
在上海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上表示，“中国是乙肝
出生首针接种率全球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96%的新生
儿在出生后头一天内都能获得乙肝疫苗的接种。”

2014 年 7 月 28 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第四个
“世界肝炎日”。国家卫计委将今年的宣传主题定为“战
胜肝炎，从我做起”。“中国有 9300 万的乙肝携带者，
以及 800万的丙肝携带者。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是为 2000 万需要治疗的乙肝病人以及 250 万的丙肝病
人提供治疗。”兰斯指出，近年来中国婴幼儿的肝炎感
染率下降了 90%，预防了 8000 万人感染乙肝，以及
2000 万人感染慢性乙肝。中国的肝炎防治工作成功的
背后是协调运转良好的疫苗接种工作，包括很高的出生
首针接种及全程三针的覆盖率。

“病毒性肝炎仍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公共卫生威
胁，若不持续努力来提高预防、诊断和治疗，则在未来
很长时间内，它将令数百万中国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岌岌
可危。”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介绍，通过接种
疫苗来预防乙肝这一战略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出生
24 小时内接种第一剂次并在 1 岁内完成 3 针乙肝疫苗，
将为人们提供终身保护。我们要加倍努力，保证中国每
一名新生婴儿都能获得救命的乙肝疫苗——尤其是出生
剂次。

我 国 乙 肝 疫 苗

接种率回升至90%
7 月 27 日，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

部、中央编办、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审计署、国资委联合印发了《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
审计规定实施细则》。对普通百姓来讲，

“经济责任审计”有些陌生，它主要针对的
是作为“一把手”的领导干部的决策水平、
廉政建设等。

经济责任审计审什么？怎么审？如何
更好地让“经济”与“责任”挂钩？围绕这些
热点话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审计署
相关负责人及多位接受审计的领导干部。

监督重点范围扩大

作为经济责任审计的纲领性文件，最
新发布的《实施细则》中“最抢眼”的亮点，
莫过于大力拓展审计内容。其中，更是首
次将地方政府性债务、自然资源资产、生
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履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
责等列入重点审查范围。

审计范围有多“宽”？一言以蔽之，
以后“一把手”任职期间干了什么、怎么
干的、效果如何、是否存在问题都将成为
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这为营造审计环
境、扩大审计影响做出了良好的制度设
计，使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审什么’有了

更加清醒的认识。”江苏省审计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此次审计范围的扩大，
还体现在原有审计项目的细化上。比如，
地区、部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重大预算
安排和调整、大额度资金使用等情况，重
大经济决策情况以及大的投资项目情况
都将作为审计内容。这将进一步促进经
济质量的提升，杜绝因为追求发展速度造
成资源浪费和损害环境、急功近利盲目举
债、政府缺位或越位等问题。监督检查产
业、投资、惠民等政策措施执行和完成情
况，促进政令畅通，将成为保障经济运行
的免疫系统。

审计对象向基层延伸

根据新制定的《实施细则》，此后审查
对象不仅仅是各级党政、国有企业和事业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而是进一步细化到

村、社区等基层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也有人提出质疑，有必要对负

责琐碎事务的村级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
计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
任、审计署党组成员张通肯定地说，这对加
强农村财务管理、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广
大农民的权益、推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有
重要作用。

山东省淄博市老工矿区淄川区委书
记杨洪涛告诉记者，村级财务管理是农村
工作的牛鼻子，自从明确授权审计分局

“直审”村官以来，相关部门对近 10 年的
村级账目进行审查，还对违法违纪的干部
予以处分，并及时公开审计结果和整改意
见，由此化解了矛盾。山东省淄博市淄川
区西河镇宝泉村党支部书记齐圣舜接受
采访时说，经济责任审计增强了村官的依
法理财意识和自律意识。

建立干部轮审制度

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如何与责任挂钩？
张通表示，根据问题的背景、决策方式、性
质、严重程度以及被审计领导干部在问题事
项中的参与程度、所起作用等划分成3类责
任。比如，授意、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规
定的、在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决定实
施重大经济事项造成严重损失的，承担直接
责任；疏于监管，致使分管工作或部门发生
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的，承担主管责任。“经济
责任审计结果应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和奖惩
的重要依据。”张通表示。

《实施细则》首次明确，对重点地区、部
门、单位、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在任期内至
少审计一次。“不仅要进行任中审计，还要
进行离任审计。”湖北省谷城县委书记艾文
金告诉记者，一定要把好“交接关”，让离任
者走得清白、继任者接得明白。

“经济责任审计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
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高了经济运营管理
的水平，特别是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南省万宁市委书记
丁式江说，审计揭露了万宁市政府投资项
目存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经过认真整
改，不仅规范了项目管理，也提升了政府
执行力。

建立中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已是箭在弦

上，这是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

的明确信号。会议提出“逐步建立财政支持

下以商业保险为平台、多层次风险分担为

保障的巨灾保险制度”。可见，巨灾保险制

度被提至分散自然灾害风险、维护经济社

会稳定的战略高度来推进。

广大农民无疑将成为巨灾保险制度最

大和最直接的受益者。由于自身的弱质性

和生产过程的自然特殊性，农业生产面临

着许多自然风险。中国又是一个农业灾害

频发的国家，农户分散自然风险的能力十

分有限。巨灾保险制度将增强农业抵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强化现有的农业保险效力。

建立巨灾保险机制的过程，实际上是

参与各方权责利的定位过程。无论政府还

是保险机构，关键要找准位置，协同发力。

按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最新要求，我国巨灾

保险救助制度将从目前政府“一手包揽”、

“全程托底”，向建立“责任明确”、“有限兜

底”的救灾新机制转变。就政府而言，其功

能将进一步与市场结合。

政府加市场的运作方式，在诸如大

病保险、养老保险中都有实践，不少地方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普遍的问题是，配

套财政资金在很多地方投入滞后，甚至

拖欠，影响了保障效果，一个重要原因是

观念使然。保险本来是一种无形商品，它

的功能兑现大多只能在风险发生之后。

但很多地方政府没有这种观念，往往重

赔付，轻投入，生怕保险公司赚了钱。但

作为市场化运作，商业机构如果完全不

赢利，或者长期亏损投入，这种合作是不

可能持续的。所以，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

盈利空间，比如微利保本模式，这就涉及

地方政府如何确定与商业保险公司分担

风险的问题。

对政府来说，在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

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尊重市场规则，建立契

约精神和契约观念，既不能大包大揽，也

不能甩手不管。除了财政资金投入，还可

以进行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投入。比

如，加大对民众巨灾风险意识的教育和宣

传力度，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

险的推广与普及；对一些财政资金项目、

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等。

承担保障的保险行业也要认识到，巨

灾保险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的开发推出，

而是要从保险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如何对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

定性作用的角度重新定位。目前，承保机

构需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风险管控与

市场开拓。保险机构作为风险承担主体，

自身的风险管理尤为重要，一方面要通过

各种技术，包括区划技术、限额管理等，确

保承保风险和累积风险处于受控状态；另

一方面要通过再保险、巨灾债券等技术，

特别是通过巨灾超赔安排，解决风险分散

和经营稳定的问题。在此前提下，去探索

巨灾保险的产品创新、渠道创新、服务创

新和经营模式创新，以便在更高层次上集

中体现和释放保险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最终推动巨灾保险健康发展。

台风“威马逊”横扫海南万亩良田；罕
见暴雨冲溃深圳无数安防⋯⋯今年以来，
台风、洪水、风暴等自然灾害连续侵害我
国从南至北多个省份，造成巨大损失。许
多人在痛惜的同时不禁提出，能够适度分
散巨灾风险的金融机制在哪里？我国的
巨灾保险为何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威马
逊”台风成为深圳试行巨灾险试点后的第
一次自然灾害，深圳巨灾保险有望赔出首
例保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国军
认为，若此次赔付完成，巨灾保险试点的
正面效果会被更广泛地了解，有利于该险
种全面铺开。

灾害频发形成倒逼

我国是遭受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
家。农民是自然灾害最大、最直接的受害
者，农房坍塌、庄稼被冲毁等损失是主要
风险。以“威马逊”超强台风为例，截至 7
月 23日，海南省估损金额达 1.4亿元。

自然灾害也限制了农户及农业企业
的壮大。记者近日在山东菏泽采访时了
解到，近年来牡丹种植成为当地特色支
柱产业。但牡丹种植频遭自然灾害，成
为该产业面临的最大难题。如今，菏泽
牡丹终于与保险结缘。但这种单项农业
险种虽有一定效果，但相对于全国范围
而言，能够广泛覆盖风险的巨灾保险制

度仍然未能建立。

政策赋予新的定位

7 月 10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
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财政支持下以商业
保险为平台、多层次风险分担为保障的巨
灾保险制度”。这与此前提出“建立国家
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完善多
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探索
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
体系”的表述，有明显不同。

新的定位至少包括 3 层含义：首先是
财政支持，即政府给予资金支持统筹；其
次是以商业保险为平台，即保险机构在其
中作为主要力量；第三是多层次风险分
担。这意味着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发展
框架，是政府支持、商业机构参与的多层
次分担机制。

此前，深圳、云南等地的巨灾保险试
点已启动。今年 6 月份，深圳的巨灾保险
率先试水。深圳市政府每年出资 3600 万
元向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购买，用于 15
种常见自然巨大灾害，覆盖灾害发生时所
有在深人员的人身伤亡救助和应急转移
救助。人保财险承保该笔业务后，向中
再、瑞再、太平再等再保险公司进行分
保。云南的巨灾试点则侧重于房屋保险，
应对地震灾害。两地共同特点是均采取
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模式。

统筹设计形成合力

“目前推进巨灾险工作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碎片化。”中国人保财险副总裁王和
认为，要加快顶层设计，特别是通过全国
巨灾保险基金制度的建设，形成一个实际
操作平台，实现对各地试点工作的有效指
导、协调与管理，并通过分保关系，形成一
种刚性约束。

“统”之所以重要，是由巨灾保险制
度的特点决定的。目前我国实施的是政
府主导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救助
体系，由财政资金统筹投入救助。建立
巨灾保险后，“统”的效力应更为明显，以
更 大 程 度 分 散 风 险 和 更 科 学 地 管 理
资金。

王国军也认为，“巨灾保险的赔付光
凭单家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而集合全国力
量去补给一个地方则不成问题。”这就需
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真正形成

“多方参与、发挥合力”的局面。
此外，由于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政策

性保险制度，政府还必须给予财税等方面
的政策支持。不少专家提出，在巨灾保险
制度建设初期，政府主导和投入是必要和
必须的，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随着制
度的完善、发展与壮大，市场作用将与政
府的重建职能形成有效替换，最终则交给
市场来运行。

巨 灾 保 险 推 出 还 要 多 久
本报记者 江 帆 姚 进

本报北京 7 月 28 日讯 记者齐慧从国家能源局获
悉：2014 年上半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632 万千瓦，
累计并网容量 8277万千瓦，同比增长 23%。

上半年，新增并网容量较多的省份是新疆、山西、山
东。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较高的省份是云南、天津、四
川，平均利用小时较低的省份是贵州、黑龙江、吉林。

风电并网容量增 23%风电并网容量增 23%

本报北京 7 月 28 日讯 记者亢舒从商务部获悉：上
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2847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5.3%。我国服务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上半年服务进出口占对外贸易比重有所提升。服务
进出口增速高于货物贸易增速 14.1个百分点。

上半年，高附加值服务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传统服务
占比继续下降，服务贸易逆差同比扩大。

服务进出口总额增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