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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如何实现巨灾风险可保性为主线，系统研究风险可保性“现代理论”、巨灾风险可保性根源性
问题、巨灾风险可保性方法优化选择、巨灾保险产品及其费率精算等问题；针对巨灾保险市场失灵，
本书还研究了世界上三要巨灾保险制度及其要素和启示，解析了巨灾保险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中严重
缺位之谜，从面找到了建立和发展巨灾保险的钥匙，给出了巨灾保险的全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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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自然灾害风险简析　　世界上的风险林林总总，但不外乎两种：一是自然灾害风险，二是人为
风险。
  每当我们打开案头的信息媒介，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关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重大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的报道。
进入21世纪，一方面因人口的急剧膨胀，各种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活动规模和深度必将超过以前任
何时期，由于人类无节制、非科学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对自然环境进行随心所欲的改造和破坏，并
将生活与工业废料遗弃在地球表层，引发灾害的综合指标--熵值不断增加，导致自然界变异的加剧，
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灾害丛生；另一方面因自然界自身活动规律而导致的自然灾害在世界各地
也频频发生。
这两方面因素导致自然灾害事件的频率在不断提高。
如图1-1所示。
　　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郊区城市化、乡镇郊区化，人口不断增长，
且集中度越来越高。
人类创造的财富也在增长并趋于集中，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沿河、沿口岸等主要自然灾害风险区
域；我国三分之一左右的沿海东部国土面积集聚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财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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