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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在国际上率先推行——

快递包装有了绿色认证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本版编辑 温宝臣 林 蔚 张 可

重度疾病拓展至28种 首次引入轻度疾病定义

重疾险新规范对行业影响深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于 泳 李晨阳

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
协会发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
规范（2020年修订版）》，中国精算师协
会发布《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
生率表（2020）》，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
《关于使用〈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
发生率表（2020）〉有关事项的通知》。至
此，业内一直关注的重大疾病保险相关规
范修订完毕。

统计数据显示，仅2007年至2018年
期间，重疾险为消费者提供了超过3000款
产品，累计承保近2亿人次，累计赔付约
180万人次，赔付金额超过1000亿元。目
前，重疾险在健康险业务总保费中占比近
60%，相关规范文件的修订对人身保险行
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首次引入轻度疾病定义

中国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副主任贾飙表
示，重疾险是我国保险业一类重要险种，
疾病定义是否科学合理是重疾险产品保障
责任的核心所在。

本次重大疾病保险相关规范修订首次
引入轻度疾病定义，将恶性肿瘤、急性心
肌梗死、脑中风后遗症3种核心疾病按照
严重程度分为重度疾病和轻度疾病两级。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科学分级，一方面充分适应了医学
诊疗技术发展，将部分过去属于重症疾
病，但目前诊疗费用较低、预后良好的
疾病明确为轻症疾病，使赔付标准更加
科学合理；另一方面也适应重大疾病保
险市场发展实际，对目前市场较为普遍
的轻症疾病制定了明确的行业标准，规
范市场行为。

在病种数量和保障范围方面，将原有
25种重疾定义完善扩展为28种重度疾病
和3种轻度疾病，并适度扩展保障范围。
新增3种重度疾病，分别是严重慢性呼吸
衰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
炎。同时，对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死、
脑中风后遗症 3种核心重疾病种科学分
级，新增了对应的3种轻度疾病定义。此
前，业内较为关心甲状腺癌是否会从重疾
保障范围中剔除，在新规范发布后有了最
终结论。此次修订没有剔除甲状腺癌，而
是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将其分级，并按照轻
重程度分级赔付。

按照新规范，根据疾病严重程度、诊
疗费用支出和预后的不同，轻度疾病保险
金额比例上限确定为30%。保险公司在重
疾险产品中新增的新规范外轻度疾病，相
应的保险金额由保险公司自行合理设定。

根据最新医学进展，新规范还扩展了
对重大器官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心
脏瓣膜手术、主动脉手术等8种疾病的保
障范围，完善优化了严重慢性肾衰竭等7
种疾病定义。

此外，关于原位癌是否纳入重疾保障
范围问题，经过综合考虑本次修订暂不纳
入原位癌。但是，各保险公司可在新规范
规定病种的基础上，在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中增加原位癌保障责任，以满足消费者多
元化保险保障需求。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邢炜表示，各
保险公司在新规范实施后要进一步加强行
业自律，做好客户服务，确保业务平稳有
序发展。同时，将继续加强与国家卫生健
康委、中国医师协会的合作，探索建立和
完善重疾定义规范的长效工作机制。

重疾表修订夯实了基础

如果说重疾险疾病定义的修订让消费
者对重大疾病有了新的认识，那么新版重
疾表的修订则为保险公司设计新产品提供
了重要信息标准。

本次重疾表修订首次实现了数据信息
覆盖所有人身险公司、覆盖全部重疾险产
品、覆盖承保核保理赔全部业务环节、覆
盖自重疾险产品问世至2018年底20余年
的全部历史数据，共梳理疾病保险产品约
2900款，摘录疾病160种，收集承保数据
近4亿条、理赔数据约587万条，并针对约
75万件信息不完整的赔案组织行业实行人
工补录。此外，中国精算师协会在重疾表
修订过程中还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机器学习模型等新方法及理赔文本自
动清洗等新工具，完成了对500余万赔案
理赔文本的分类，以及105种重疾、55种

轻症、26种癌症部位、80种死亡原因的理
赔细分，并形成了可直接对行业外输出的
技术和应用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修订中首次编制
形成了2020版定义规范下的粤港澳大湾区
病种合计经验发生率专属参考表，对粤港
澳大湾区创新开发专属产品具有重要作
用。首次编制了2020版定义规范下的两种
老年人代表性病种发生率参考表，开创了
专门针对老年重疾经验发生率研究分析的
先河，对老年人专属保险产品的创新和供
给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精算师协会副秘书长李劲松表
示，重疾表修订成果的发布是保险业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精神，加强保险
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也
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健康中国2030”、推进养老服务发
展等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在推动保险业
高质量发展、坚持长期稳健经营、保护消
费者权益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一步，中国精算师协会将在中国银
保监会指导下，进一步发挥专业平台作
用，汇聚全行业力量，探索建立重疾表动
态调整长效工作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健康
保险业发展。

新产品定价将有新变化

面对修改后的新规范和新版重疾表，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重疾险产品将会带来哪

些变化。
据贾飙介绍，重疾险产品的过渡期为

发文之日起至2021年 1月31日，过渡期
结束后各公司不得继续销售基于旧规范开
发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这意味着在过渡
期结束之前，已经通过备案的产品还可以
继续销售，新产品如果通过备案也会上市
销售，但保险公司基于费率、价格等多重
因素考虑，可能会陆续升级或停售旧
产品。

记者咨询多家寿险公司了解到，在相
关规范文件发布征求意见稿后，各家保险
公司已经开始了对重疾险产品的测算和调
整工作。随着新规发布，新产品会陆续提
交监管部门备案，通过后将上市销售。对
此，贾飙表示，银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开
发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应当符合新规范各
项要求。各公司还要加强销售管理，严禁
借新老规范切换实施销售误导，严禁炒作
停售。

对于消费者普遍关心的新产品价格问
题，中国精算师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影响重疾险产品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包括保障责任、利率、费用率、重
疾发生率等，不同产品对各种因素的敏
感性不同，重疾发生率是其中的重要因
素之一。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角度，本次
修订特别优化了风险边际。从价格上
看，对于主流重疾险产品，在相同保障
责任前提下，重疾险产品价格会略有下
降；对于定期重疾险产品，部分年龄段
的价格会有明显下降。

本次重大疾病保险相关规范修订首次引入轻度疾病定义，将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死、脑中风后遗症3种核心疾病按照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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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例行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8月底，全国“瘦身胶带”封装比例达94.3%，电商快
件不再二次包装率达 68.5%，可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
87.2%，新增3.5万个设置标准包装回收箱的邮政快递网
点，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扎实推进。

为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绿色发展，增加绿色产品供给，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积极推动建立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
证制度，助力行业绿色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副司长薄昱民表示，对快递包
装实施绿色认证，目前在国际上尚属首例。

薄昱民介绍了我国建立实施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
制度的有关情况。一是注重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体系
顶层设计。结合快递包装产业发展情况，经过全面研究
和广泛采纳吸收意见，今年3月 25日，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邮政局印发了 《关于开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
作的实施意见》。二是加快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落
地实施。10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以联合
公告形式发布了 《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目录 （第一
批）》《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规则》，快递包装绿色产
品认证制度正式落地实施。首批快递包装绿色认证目录
优先选择了在快递行业中使用量大面广的包装箱、胶带
等10种产品。认证规则明确了认证依据的标准、认证模
式，并对降低认证成本作出优化安排。三是强化快递包
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有效性监管和采信应用。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加强对快递包装绿
色产品认证活动及结果的监督管理；各级邮政管理部门
积极推动绿色快递包装认证结果采信工作，检查和督促
行业采信应用情况，充分发挥质量认证作用，服务快递
包装绿色治理和绿色发展。

“伴随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落地实施，相信在收
寄快递时，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印有绿色产品标识的封套、包
装箱、包装袋、运单等快递包装产品。同时，带有中国绿色
产品标识的快递包装还将承载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走向世界
各地。”薄昱民说。

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以《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技术
要求》为依据，从资源、能源、环境和品质等方面开展评
价。获得绿色认证的快递包装产品就意味着满足了资源节
约、环境无害、消费友好等方面的特性要求。

薄昱民表示，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是我国统一绿
色产品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实施快递包装绿色产
品认证，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
求；是增加绿色快递包装产品供给，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的
重要举措；是促进快递包装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有效途径。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积极引导寄递企
业采购使用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快递包装，逐步提升绿色包
装比例和应用规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部署秋冬季农业生产——

切实保障冬季“菜篮子”有效供给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做好秋冬季农业生产相关工作的通
知》，明确努力保障冬季“菜篮子”产品生
产和有效供给，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通过农产品交易会、电商平台、直播带货
等多种方式，促进产销衔接，防止“菜篮
子”产品出现“卖难”和脱销断档。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保障粮食安全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具有极端特殊意义。今年
以来，我国粮食和重要副食品供给充足，
市场总体稳定。与此同时，在上半年疫情
防控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蔬菜供应
难、居民买菜贵等问题，凸显出部分城市
蔬菜供应还存在产销对接不畅、零售网点
布局不完善等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即将到
来的蔬菜供应淡季，城市“菜篮子”还面
临南菜北运损耗较大、雨雪冰冻极端天气
易发等问题，容易出现蔬菜市场异常波动。

针对上述问题，各地已陆续开展行
动，以切实保障冬季“菜篮子”产品生产
和有效供给。河南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
2020—2021年城市冬春蔬菜储备工作的通

知》，从建立健全冬春蔬菜储备工作体制机
制，及时启动、确保冬春蔬菜储备收储投
放有序开展等方面做好工作，保障居民日
常基本蔬菜消费需求。上海市与9个市郊
区签订责任书，投入“真金白银”补贴蔬
菜种植，以保证全市蔬菜种植面积和上市
量。广西各地加强与电商巨头合作，以直
播带货、网红带货等方式，扩大即将集中
上市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网络销售规模，
确保农产品销售旺、价格好等。

批发市场是我国农产品流通主渠道，
约70%的“菜篮子”产品通过批发市场流
通，其供应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菜篮
子”的有效供给水平。为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季节性因素对市场供应的影响，各地

批发市场早部署早准备，如北京新发地市
场提前动员经营大户组织货源，确保蔬菜
供应不断档，目前市场蔬菜水果供应量稳
定保持在4万吨左右，已逐步恢复到疫情
前的供应水平。

作为连通城市“菜篮子”和农民“菜
园子”的重要力量，电商平台积极优化农
产品供应链，通过大量铺设仓储、开设线
下门店等方式，打通农产品“上桌”的最
后一公里。苏宁家乐福今年8月份上线了
菜篮子生鲜频道，消费者通过苏宁易购
APP、家乐福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可以一
键购买米面粮油、乳品烘焙、水产肉类、
蔬菜水果等食物超700种，最快25分钟便
可送达。阿里巴巴打造数字化农业，建立

由“产地仓+销地仓”构成的农产品流通网
络，一年可将100万吨生鲜农产品直供全
国餐桌。11月1日至3日，阿里平台农产
品销售额同比增长76%，农产品总件数同
比增长32%。

总体看，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是
有保障的。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上半年我
国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总体上保持量
足价稳，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未因疫
情影响出现断档脱销。预计明年元旦春节
期间，猪肉供应量同比将增长30%左右，价
格总体上将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能够保障过
年期间老百姓碗里不缺肉。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的数据也显示，10月份CPI环比下降
0.3%。其中，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猪肉供给
持续改善，价格下降7.0%；鸡蛋和鲜菜供应
充足，价格分别下降2.3%和2.1%，“菜篮子”
呈现量价齐稳局面。

专家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需要未雨绸缪。要关注农民的“菜园子”，
千方百计扩大秋冬农作物播种面积；同时，
要保障城市的“菜篮子”，提升农产品产销
衔接效率，引导市场供需平衡。

在即将到来的蔬菜供应淡季，城市“菜篮子”将面临南菜北运损耗较大、雨雪冰

冻极端天气易发等问题，容易出现蔬菜市场异常波动。要关注农民的“菜园子”，千

方百计扩大秋冬农作物播种面积；同时，要保障城市的“菜篮子”，提升农产品产销衔

接效率，引导市场供需平衡。

国家统计局11月10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10月份猪肉价格在连续上涨
19个月后首次转降，同比下降2.8%。

猪肉价格虽然有所回调，但仍然
偏高，因而养殖利润依然可观。有鉴
于此，一些散户和投资者摩拳擦掌，意
图进场分一杯羹，这种盲目跟风行为
极不理智。

之所以不能盲目跟风，首先是因
为市场存在风险。在生猪行业，有一
个特别的经济现象——猪周期。据测
算，自1994年6月份以来，我国猪肉价
格波动经历了6个完整周期。猪周期
持续时间从最初的25个月，逐步拉长
到59个月，总趋势是持续时间越来越
长、波动幅度越来越大。

何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中小
养殖户盲目跟风，追涨杀跌，从而放大
了市场风险。以上一个猪周期为例，
在2012年1月份之前两年多时间内，
猪价持续上涨，大型养殖户纷纷扩大
规模，中小散户竞相入场。到2012年
2月份以后，由于供应过剩，国内猪价
持续走低。到2013年，南方春季低温
阴雨，大量仔猪死亡，夏季生猪出栏量
下降，导致猪价短期连续上涨。许多
中小散户认为新一轮上涨周期开始
了，争先恐后进场。但实际情况是，虽
然当时猪价在涨，生猪存栏总量过剩
的状况并未改变。盲目一哄而上导致
供应量继续大增，致使猪价调整周期
向后加长了一年时间，造成全行业严
重亏损。

不能盲目跟风，还因为存在疫病
风险。本轮猪价上升周期从2018年6
月份至今年6月份历时长达24个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非
洲猪瘟疫情。2018年8月份暴发的非洲猪瘟疫情，打乱了猪
周期的正常波动节奏。在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之下，2018年10
月份以来，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超过了5%的预警线，且降
幅持续加大。到2019年9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
达38.9%，生猪存栏暴跌41%。产能大幅下降造成猪价持续快
速上涨，涨幅远高于上一周期，且上涨周期短。尽管猪价高
企，但非洲猪瘟疫情使很多中小养殖场遭遇了灭顶之灾，只有
为数不多的超大型龙头企业由于生物安全水平较高，成功将
疫病控制在了最低限度，从而赢得了可观的效益。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截至9月份，能繁母猪产能已经
连续12个月恢复性增长，生猪存栏连续8个月实现恢复性增
长，这意味着生猪产能已经触底反弹，猪价已经进入下行周
期。因此，试图跟风进场者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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