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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多发区居民风险感知对巨灾

保险需求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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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震巨灾保险一直是我国地震灾害风险共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 ２０２３

年 １月 ２６日四川泸定 ５．６级地震问卷调查数据，探索居民风险感知对巨灾保险需求的影响，以

期改善地震巨灾保险具体推广路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存在地震经历、心理恐慌程度、地震保

险认知这三种风险感知因子对地震巨灾保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此外，附加政府补贴政策的巨

灾保险产品，更容易得到居民的认可。因此，我国巨灾保险的推广，尤其是在地震多发区，要坚

持长期普及和灾时宣传相结合的策略。在当前的地震保险推广过程中，仍然需要继续实行附加

政府补贴的政策，将有利于我国巨灾保险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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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５日 １２时 ５２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发生 ６．８级地震（震中
２９°５９′Ｎ，１０２°０８′Ｅ）。据四川省减灾委员会统计，此次泸定地震死亡失踪人数合计为 １１７
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５４．８亿元，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２０２３年 １月 ２６日 ３时
４９分，泸定县再次发生 ５．６级地震（震中 ２９°６３′Ｎ，１０２°０１′Ｅ），两次地震的震中经纬度非常
接近，震中距离仅有 ８ｋｍ。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期间，泸定县共发生 ３．０级以上地震 ５０次，属于典
型的地震多发地带（中国地震台网，２０２３）。两次地震均发生在鲜水河断裂带南东段磨西断
裂附近，此地震断裂带是四川地震带的主要区域之一，历史上地震活动频繁，震级大，破坏烈

度强，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薛艳等，２０２２；杨文等，２０２２）。泸定地震多次引起社
会情绪波动，高频率的地震发生对灾民形成持续性的负面压力和情绪阴影，催生各种社会不

稳定的风险因素（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４）。
对泸定县近两年 ４．５级以上地震进行梳理，由于石棉县、汉源县与泸定县相邻，且两县

２０２２年分别发生过 ４．５级和 ４．８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２０２３），泸定县域均存在震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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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两次地震一并统计（表１）。由表１可见，２０２２年泸定县发生 ４．５级以上地震 ４次；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２月，泸定县发生 ４．５级以上地震 ３次。

表 １ 近两年泸定县 ４．５级以上地震统计（２０２１年 ２月—２０２３年 ２月）

发震时间（年月日 Ｔ时：分） 纬度／（°Ｎ） 经度／（°Ｅ） 震级 震源深度／ｋｍ

２０２３０２２８Ｔ２２：４６ ２９．７２ １０２．０９ ４．８ ８

２０２３０１２６Ｔ０３：５０ ２９．６６ １０２．０７ ４．５ １０

２０２３０１２６Ｔ０３：４９ ２９．６３ １０２．０１ ５．６ １１

２０２２１０２２Ｔ１３：１７ ２９．６１ １０２．０３ ５．０ １２

２０２２０９０７Ｔ０２：４２（石棉县） ２９．４２ １０２．１６ ４．５ １１

２０２２０９０５Ｔ１２：５２ ２９．５９ １０２．０８ ６．８ １６

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Ｔ０８：３６（汉源县） ２９．６７ １０２．４８ ４．８ ２０

为减少地震巨灾带来的经济损失，政府部门在震后及时供应应急物资，开展应急救援，

帮助民众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地震巨灾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承担、损失补偿和灾后

重建方式，对减少受灾群众的财产损失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２２）。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月末，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累计为全国 １８７６万户次居民提供 ７０８７亿元的地震巨灾风
险保障，累计赔款约 ９６３６万元人民币（银保监会，２０２２）。虽然泸定县城乡居民住宅地震保
险承保 ４１１１户，但投保的总额很低，仅有 １．０８亿元（四川银保监局，２０２２）。根据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提供的相关数据，泸定 ６．８级地震的巨灾保险赔付金额
为 ０．５亿元左右，赔付覆盖的比例只占到 ５０％，保险赔付金额占直接经济损失（１５４．８亿元）
的比例仅有 ０．３５％。可见，我国巨灾保险远远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巨灾保
险市场，大力推广巨灾保险迫在眉睫。

１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１　灾害经历视角下居民决策研究
梁斌等（２０２１）认为，将巨灾经历视为一种生活历程，将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个体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风险偏好和投资决策，耐心程度与时间取向，以及人际信任等方面。地震导致

的个人经历是影响其家庭资产选择的重要途径（于也雯等，２０２２）。在灾害发生频次不高的
地区，没有灾害经历的居民往往对灾害风险和损害并不敏感，居住在灾害多发地区的居民则

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李美佳等，２０２３）。由此提出假设 １：有过地震经历的居民更容易理解风
险，愿意采取预防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因此对地震保险的需求较为强烈。

１．２　心理恐慌视角下居民决策研究
心理情绪是强有力的、普遍的、可预测的、时而有害时而有益的决策驱动因素。在各个

领域中，心理情绪对判断和选择的机制都具有重要的规律性，特别是恐慌情绪（Ｌｅｒｎ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人们的心理恐慌程度和行为模式构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当人们的心理恐慌程度
较低时，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预防措施，而当心理恐慌程度较高时，他们则更倾向于采

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童德华，２０２２）。于小兵等（２０１８）研究发现，政府的应急调度、防灾协同
以及市民的参与活动直接关系到台风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恐慌程度。此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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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了个体心理和行为在灾害管理和应对策略中的重要性。据此提出假设 ２：居民感
知到潜在的灾害风险，恐慌程度上升，倾向于采取主动措施来减轻可能的经济损失，从而对

地震保险的需求越明显。

１．３　保险认知视角下居民决策研究
根据风险感知理论，通过外界行为和自身知觉，居民的风险感知活动对地震保险需求和

实际购买行为产生影响（陈波等，２０１９）。个体对自然灾害知识的熟悉程度、自身风险偏好以
及风险感知能力，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对于地震危害的认知水平（吕佳丽等，２０１９），同时也
间接揭示了人们对地震保险潜在需求的态度（Ｌｉｎ，２０２０）。然而我国居民震灾保险素养水平
较低，且差异较大（袁庆禄等，２０２３）。据此提出假设 ３：地震保险认知水平较高的居民，往往
更了解地震风险的真实性和可能性，更容易理解地震保险的重要性，会更有意愿购买地震保

险。

本文主要从风险感知角度出发，利用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６日泸定５．６级地震居民巨灾保险调
查数据，构建 ＰＳ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Ｖａｌｕ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ＣＶＭ），具
体从灾害经历、心理恐慌、保险认知三个因子来衡量风险感知，分析比较其对巨灾保险需求

产生的影响，探索地震多发地区巨灾保险推广的可行路径，为推动我国地震巨灾保险业的发

展提供实证支持。

２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２０２３年１月 ２８日发放的 １月２６日泸定 ５．６级地震居民巨灾保
险推广路径调查问卷，调查周期为 ３０天。课题组首先通过以微博、微信和抖音为代表的社
交媒体进行线上调研，对客户端 ＩＰ属地定位来控制调查问卷的填写范围，然后运用随机抽
样方法，收集了 ２８３份由泸定县居民填写的调查问卷，涉及泸桥镇、冷碛镇、兴隆镇、磨西镇、
燕子沟镇、得妥镇、烹坝镇、德威镇和岚安乡等八镇一乡。最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筛选，

得到 ２４５份有效问卷，有效率约为 ８６．６％。

３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３．１　模型构建
一般情况下，问卷数据或多或少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为降低问卷数据的偏差，缩减样

本自选择造成的有偏估计，本文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
ＰＳＭ方法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观察性研究中，能够有效减少因混杂因素引起的估计
偏差，进而增强因果效应估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利用调查问卷数据构建 ＰＳＭ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在倾向得分匹配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回归分析，以验证前述的研究假设。

首先，构建 ＰＳＭ模型，将平均处理效应记为 ＡＴＴ，可表示为
ＡＴＴ＝Ｅ（Ｙ１ｉ－Ｙ０ｉ｜Ｄｉ＝１） （１）

其中，Ｙ为二元离散变量，取值为 １表示对巨灾保险有需求意愿，取值为 ０表示对巨灾保险
没有需求意愿。Ｅ表示期望值。Ｄｉ表示处理变量，ｉ＝１为“是否存在地震经历”，用于衡量灾
害经历因子；ｉ＝２为“心理恐慌程度”，用于衡量情绪表达因子；ｉ＝３为“地震保险认知”，用
于衡量风险知识因子。如居民存在地震经历，设 Ｄ１＝１，被解释变量为 Ｙ１１；如居民没有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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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设 Ｄ１＝０，被解释变量为 Ｙ０１。Ｄ２、Ｄ３变量类似。
然后将匹配数据用到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构建 ＰＳ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可表示为

Ｐｒｏｂ（Ｙ＝１｜Ｘｉ）＝φ（α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 ＋βｉＸｉ＋μ） （２）
其中，（Ｙ＝１｜Ｘｉ）代表居民对巨灾保险有需求的概率，Ｘｉ代表对巨灾保险有需求的影响因
素，φ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α０为截距项，βｉ为各相关因素的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３．２　变量选取

将性别（Ｘ１）、年龄（Ｘ２）、当前居住房产价值（Ｘ３）、家庭年总收入（Ｘ４）、造成损失（Ｘ５）等

作为基本的控制变量；将存在地震经历（Ｘ６）、心理恐慌程度（Ｘ７）、地震保险认知（Ｘ８）等作
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另外考虑政府在巨灾保险推广中的作用，在提供政府补贴的条件下，将

居民对地震巨灾保险是否有需求定义为被解释变量（Ｙ′）。各变量定义及赋值如表２所示。

表 ２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Ｙ（地震巨灾保险需求） 是＝１；否＝０

Ｙ′（政府补贴条件） 是＝１；否＝０

个人基本信息

性别（Ｘ１） 男＝１；女＝０

年龄（Ｘ２） 连续型变量

家庭基本信息

当前居住房产价值（Ｘ３）
１００万元以上＝６；５０～１００万元＝５；２０～５０万元＝４；１０～２０万
元＝３；５～１０万元＝２；５万元以下＝１

家庭年总收入（Ｘ４）
５０万元以上＝６；２０～５０万元 ＝５；１０～２０万元 ＝４；５～１０万
元＝３；２～５万元＝２；２万元以下＝１

灾害经济损失 造成损失（Ｘ５）
５万元以上＝５；１～５万元＝４；５０００～１万元＝３；１０００～５０００元＝２；
１０００元以下＝１

灾害感知及心理冲击

存在地震经历（Ｘ６） 是＝１；否＝０

心理恐慌程度（Ｘ７）
极度恐惧＝４；非常害怕＝３；比较害怕＝２；有点害怕＝１；没有
感觉害怕＝０

保险服务及政府服务 地震保险认知（Ｘ８） 了解＝１；不了解＝０

　　注：①为使调研结果更准确，问卷设置了关联题目，“恐慌程度”中的“没有经历”选项不做研究，故剔除赋值；②将
“在提供政府补贴的条件下，居民对地震巨灾保险是否有需求”简写为“政府补贴条件”。

３．３　描述性统计

表３给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地震巨灾保险需求（Ｙ）的均值为 ０．９７，表明在调
查样本中，绝大多数居民对地震保险存在需求，这为地震巨灾保险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政府补贴条件（Ｙ′）的均值为 ０．９８，表明如果政府为地震巨灾保险提供一定程度的补贴，居民
对地震保险的需求会略有提升。性别（Ｘ１）的均值为 ０．５６，表示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男性稍

多。年龄（Ｘ２）的平均水平为 ３２．８４，该年龄段的居民家庭收入和工作环境都趋向于稳定。
当前居住房产价值（Ｘ３）和家庭年总收入（Ｘ４）的均值分别为 ３．３６和 ３．２０，相对于评分最高

值６来看，样本中大部分居民资产处于中等水平。地震造成损失（Ｘ５）的均值为３．７６，相对于

评分最高值５来看，地震给居民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存在地震经历（Ｘ６）的均值为０．８８，表
明大多数居民经历过地震。心理恐慌程度（Ｘ７）的均值为３．６５，相对于评分最高值４来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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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害使居民的恐慌情绪值较高。地震保险认知（Ｘ８）的均值为 ０．８５，表明居民对地震保险
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表 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Ｙ ０．９７ ０．１８ ０ １ １

Ｙ′ ０．９８ ０．１５ ０ １ １

Ｘ１ ０．５６ ０．５０ ０ １ １

Ｘ２ ３２．８４ ６．７４ １８ ３３ ５４

Ｘ３ ３．３６ ０．８０ １ ３ ６

Ｘ４ ３．２０ ０．７８ １ ３ ６

Ｘ５ ３．７６ １．１１ １ ４ ５

Ｘ６ ０．８８ ０．３２ ０ １ １

Ｘ７ ３．６５ １．２１ １ ４ ４

Ｘ８ ０．８５ ０．３６ ０ １ １

４　实证分析

４．１　ＰＳＭ分析
通过构建 ＰＳＭ模型，研究地震经历、心理恐慌程度和地震保险认知三个处理变量对巨

灾保险需求产生的影响。由于心理恐慌程度（Ｘ７）为连续变量，需要将其转换为二元离散变
量后才可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参考李青原等（２０２１）的做法，以中位数为标准赋值将其转
换为二元离散变量。

ＰＳＭ模型中运用三种倾向匹配函数进行匹配，分别为半径匹配、Ｋ临近匹配以及核匹
配。表４为 ＰＳＭ模型的检验结果，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均在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
明，与其他特征相似的居民相比，存在地震经历、具有地震保险认知的居民更具有地震巨灾

保险需求；居民恐慌程度越大，对地震巨灾保险需求越高。

表 ４ ＰＳＭ 模型检验结果

ＡＴＴ
ＰＳＭ匹配函数

半径匹配 Ｋ临近匹配 核匹配

存在地震经历（Ｘ６）
０．１１９

（３．４６６）
０．１１４

（３．９８５）
０．１１４

（３．８８７）

心理恐慌程度（Ｘ７）
０．１１０

（３．２８８）
０．１０６

（３．８９８）
０．１６７

（３．９８９）

地震保险认知（Ｘ８）
０．１５３

（５．０３５）
０．１６５

（５．０１３）
０．１６３

（５．０７７）

　　注：“”表示在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的数值为 Ｔ统计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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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基本回归分析

表５中模型（１）采用的是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方法，模型（２）采用的是 ＰＳＭ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方法。模
型（１）和模型（２）中被解释变量均为地震巨灾保险需求（Ｙ）。由表５的实证结果表明，模型
（１）和模型（２）估计得到的显著结果基本一致，地震巨灾保险需求受到存在地震经历（Ｘ６）、
心理恐慌程度（Ｘ７）、地震保险认知（Ｘ８）的显著影响。从模型（２）具体来看，存在地震经历对
地震巨灾保险需求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表明有过地震经历的居民对地震灾害的风险感知

相对强烈，其对地震巨灾保险的需求随之上升。加之泸定 ６．８级地震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惨
重，居民对地震巨灾保险的需求更为强烈，假设 １得到验证。心理恐慌程度对地震巨灾保险
需求同样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表明地震灾害对居民的心理冲击较大，其对地震保险的需

求就会上升，此结论验证了假设 ２。同样，居民对地震保险的认知有所提升，意识到地震保险
能够提供经济保障和风险缓解，对地震巨灾保险的需求就会加强，假设 ３得到验证。

表 ５ 模型回归分析实证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子样本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个人基本信息

性别（Ｘ１）
０．０３４

（１．６６２）
１．３２４

（１．７２６）
０．０２９

（１．８１２）
０．０５２

（２．４１８）

年龄（Ｘ２）
０．００５
（０．４２３）

０．３６３
（１．３５４）

０．００２

（１．６７４）

家庭基本信息

当前居住房产价值（Ｘ３）
０．０１０
（０．７７３）

０．０４８
（１．１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５９７）

０．００２
（０．１２４）

家庭年总收入（Ｘ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３
（－０．９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７９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４）

灾害经济损失 造成损失（Ｘ５）
０．００３
（０．３７３）

０．３９７
（１．６２４）

０．０２５

（１．６８２）
０．０２４

（２．５２０）

灾害感知及心理冲击

存在地震经历（Ｘ６）
０．１１３

（３．８２１）
０．５７０

（３．７２７）
０．１２５

（３．６９２）

心理恐慌程度（Ｘ７）
０．０３４

（４．０１９）
０．９７８

（４．５４９）
０．０２０

（１．９７７）
０．０１７

（１．９４９）

保险服务及政府服务 地震保险认知（Ｘ８）
０．０８７

（３．２８４）
０．７５１

（３．２４５）
０．１０１

（１．８２２）
０．１２２

（４．０５１）

常数项
－１３．８３２

（－３．５１０）
－７．１２２

（－３．９２１）
０．６９０

（４．９３１）
０．５７５

（７．４８４）

Ｎ ２４５ ２４５ ２１６ ２０４

　　注：“”表示在 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Ｎ为样本数量；表中的估计结果均为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参数，下同。

４．３　稳健性检验

为确定上述回归分析结果是否稳健，利用表５中的模型（３）和模型（４）重新对样本进行
筛选。本文研究重点为地震多发地区居民巨灾保险需求状况，模型（３）所用样本为存在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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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人群。鉴于 ２４岁以下群体多为求学状态，对地震巨灾保险了解不充分，故模型（４）所
用样本为 ２４岁以上人群。模型（３）和模型（４）采用 ＰＳＭ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方法。估计结果显示，
模型（３）和模型（４）各变量的估计参数方向和显著性与模型（１）、模型（２）基本一致，表明各
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５　进一步分析

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是一种用于确定和评估不同条件下某一决策的价值的方法。该
方法通过分析不同条件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帮助决策者进行有效的决策。本文将政府补贴

作为分析条件，运用 ＣＶＭ方法测度居民对地震巨灾保险的两种需求，一是居民对地震巨灾
保险的需求（Ｙ），二是存在政府补贴条件下居民对地震巨灾保险的需求（Ｙ′）。

表６中的模型（１）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方法，模型（２）采用 ＰＳＭ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方法。模型（１）
和模型（２）的被解释变量均为（Ｙ′）。模型（１）和模型（２）显示，在有政府补贴情况下，居民对
地震巨灾保险需求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存在地震经历（Ｘ６）、心理恐慌程度（Ｘ７）、地震保险

认知（Ｘ８）等。与表５中的模型（１）和模型（２）相比，各变量的估计参数相对提高。这表明，
当政府出台补贴政策时，民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策的导向预期，会提高地震巨灾保险

的需求。

表 ６ 有政府补贴情况下的模型回归分析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个人基本信息

性别（Ｘ１）
１．９９７

（２．９７６）
３．６７０

（２．６８９）

年龄（Ｘ２）
０．０９９

（１．９４０）
０．１８２
（１．４５０）

家庭基本信息

当前居住房产价值（Ｘ３）
０．３２２
（１．００１）

０．６４８
（１．１３１）

家庭年总收入（Ｘ４）
－０．６５４

（－２．３２３）
－１．１５４

（－２．３９５）

灾害经济损失 造成损失（Ｘ５）
０．２９６
（１．２７４）

０．５７１
（０．８６６）

灾害感知及心理冲击

存在地震经历（Ｘ６）
３．４０８

（３．０３９）
６．３３５

（２．３０８）

心理恐慌程度（Ｘ７）
１．４３４

（３．６９４）
２．６３５

（３．３４７）

保险服务及政府服务 地震保险认知（Ｘ８）
１．２９６

（２．９３５）
２．２２７

（３．０４９）

常数项
－９．９４４

（－３．１４２）
－１８．８１１

（－２．７７０）

Ｎ ２４５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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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６日四川泸定５．６级地震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探索居民风险感知
对巨灾保险需求的影响，以期改善地震巨灾保险具体推广路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首先，

有过或者正在经历地震的居民，对地震带来的各种灾害影响会留下较深的印象，这种来自地

震灾害亲身经历形成的风险感知记忆会长时间存在，对巨灾保险需求的提升起着较为持久

的影响作用；其次，地震灾害发生时，由于房屋晃动甚至倒塌，灾难情景导致危险感提升，居

民产生瞬时心理恐慌，期望得到外界援助，在此期间的风险感知情绪变动，使得居民比较容

易接受地震保险；最后，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通过普及活动，居民对巨灾风险和保险有了

较为准确的了解，用保险手段转移灾害风险和弥补损失的意愿就会提高，尤其是附加政府补

贴政策的巨灾保险产品，更容易得到居民的认可，这需要政府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我国巨灾保险的推广，尤其是在地震多发区，要坚

持长期普及和灾时宣传相结合的策略。不仅在灾前做好各种宣传推广活动和灾害防御指

导，更应该在地震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参与应急救援，快速核损，即时理赔，充分

体现社会责任担当和专业技术能力，提高灾民对巨灾保险作用的认知水平和对保险公司的

信任度，这对我国地震巨灾保险的推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和示范作用。第二，在当前的地

震保险推广过程中，仍然需要继续实行附加政府补贴的政策。我国灾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较

强，这不仅仅体现在灾害发生时政府需要承担紧急救援的任务，在灾后重建方面，灾民也习

惯于得到来自于政府的救助和资金支付。巨灾保险作为灾害资金承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我国远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地震灾害多发区，大力推广巨灾保险、优化灾害风险共

担体系时，政府仍需参与其中，发挥引导和推动作用，协助保险机构推行地震巨灾保险产

品，将政府补贴作为地震巨灾保险的一部分的政策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样更有利于我国

巨灾保险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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