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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旱灾害风险意识
及应对措施的社会调查研究

s 王雪臣  冷春香  冯相召  邹 骥

本文为了研究将农业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以便进一步研究在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险的适应

机制, 对湖南省进行了水旱灾害风险意识和实行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问卷调查, 并对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得出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

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水旱灾害  农业保险  社会调查

一、引言

我国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每年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对水旱灾

害的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 从而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合理的措施,也

成为许多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水旱灾害风险管理是工程类和非工程类措施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目

前将灾害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防御领域,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

御水旱灾害领域,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

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

本文为了研究将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

要性,以受水旱灾害影响比较严重的湖南省为例,于 2005年 10月,对湖南

农业大学、湖南信息工程学校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以及湖南岳阳市开发区

梅溪乡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他们对气候变化和水旱灾害的影响的

认识,以及对参加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调查,分析了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

险的可能性。

本次调查共收到 301份调查问卷,其中湖南农业大学来自湖南农村的

学生问卷 106份、湖南信息工程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

问卷 96份、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问卷 99份。该调查问卷覆盖了

不同学历层次,即大学、中专及农民,其中梅溪乡的基本情况是该村大约有

2000多人,水田约 500多亩,旱田约 400多亩,全年除降水对农民生产有些

影响外,灾害性天气不多。该调查问卷的覆盖范围基本上能反应湖南农村

农民对水旱灾害风险的意识和防灾能力的强弱。

二、气象灾害风险意识调查

近 30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

率和强度不断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造

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造成的经

济损失也较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洪涝、干旱等气候灾害发生频

次不断增加,强度不断加大,给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从这次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全球气候正在经历变化的认识不同学

历层次 (从大学到农民 ),人们的认识基本一致: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

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承认全球气候正在

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 77%、92%和 65% ,即目前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

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个对地球环境起重大影

响的变化。

中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其是充分暴露在自然灾害风险之下的特殊行

业,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中国气候趋于不稳定,极端气候事件频繁

发生,由于农业又是受气象灾害危害最大的产业, 所以气象灾害对农业的

影响也日趋加重。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程度的调查结果可以看

出,虽然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中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

大和一般的比例相差不大 (分别为 53%和 45% ),但还是认为自然灾害对

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人相对较多。而对于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

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比例 (分

别为 80%和 65% )较高,即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观点,人

们的认识也基本一致。

三、湖南省水旱灾害预警情况调查

水旱灾害预警服务系统是否健全,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获取渠道是灾

害应急管理的一个核心环节,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工作, 建立健全预警信息

发布机制,使预警信息能及时、有效传递, 为公众提供防灾减灾信息服务,

对政府和公众提前采取防御措施、减轻气象灾害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如表 1所示,虽然对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

示对于水旱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有获取渠道,但农民来对于该信息的获取

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这说明对于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广大农村气象灾害预

警服务系统还不是很健全,灾害预警的信息发布机制还不是很完善, 需要

进一步建设。

表 1 对于水旱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获取渠道调查表

四、水旱灾害损失情况调查

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表明,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

和发生强度没有什么变化的比例分别为 44%和 50% ,而认为水旱灾害发生

频次增加、发生强度增强的比例分别为 36%和 33% ,但认为近年来水旱灾

害造成损失逐年增加的比例却为 40% ,大部分人觉得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

频次和强度虽然没什么大的变化, 但其造成的损失却在逐年增加;湖南农

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农民却呈现相反的调查结果,前者认为近年来该

地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都有显著逐年增加 (增强 )

的趋势,而后者则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逐年减少

的比例较高。但后者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损失逐年增加

和逐年减少的比例上却相差不大, 分别为 30%和 42% , 35%和 37% , 33%

和 37%。也可能是农民对该项调查的内容不是很清楚,分歧相对较大。

对于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的调查,大部分被

调查对象认为其比重不是很高,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

乡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

重在 30%以下的比例较高,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其比重在 40%

左右的比例较高,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认为水旱灾害除了使得当地农业生

产受到一定影响之外,还对其他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大的影响。

五、防灾减灾措施调查

对于灾害发生前是否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三方对

于在灾害发生前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比例分别为 63%、58%和 59%, 说明

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充分认识到气象灾害

给其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所以能够在灾害发生前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

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大部分人们在灾害发生前能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但只能减

轻其影响,大部分灾害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却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我们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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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发生后如何救助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表明该地区大部分家户都是通过自

力更生进行灾害救助的,而依靠政府救助和亲朋好友救助的手段来进行灾

后救助的比例却很低,说明目前中国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依靠政府救

助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地大物博,灾害频繁,完全依靠国家救灾是非常有限

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长期以来,灾后恢复工作一直是地方各级政府难

以解决的事情。他们虽然对防灾减灾都非常重视,但其经济承受能力都十

分有限,因此他们也都非常想探索出一条抗灾救灾的新路。

对于灾害发生后大部分家户依靠自力更生进行救助,其救助成效必然

是有限的,对此,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当年恢复的比例进行了调查。结果表

明,只能少部分恢复的比例较高,达到 50% ,一半能恢复的站到 50%, 全部

恢复的只站 10%。说明完全依靠人们自力更生进行灾后救助,是相当有限

的,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救助, 才能减轻气象灾害给人们生产和

生活带来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在防灾减灾中起到重要作用。

六、水旱灾害保险意愿调查

中国是农业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农民抵御各种灾害风险的能力普遍较

差。目前中国农村,农民没有适当的风险保障, 又不得不直接承担天气灾

害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上面的调查得到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自力更生的

有限方式来承担灾害风险的,而且大部分农民也只能恢复灾害损失的很小

一部分,所以目前农业气象灾害给广大农民造成的风险不得不自己来承

担,这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将保

险引入气象灾害防御领域,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

有效手段之一,由国家和政府出资的体系只会使得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因

此,迫切需要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气象灾害领域, 采取多种

措施、多种方法包括研究引入保险机制,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

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

果有 67%和 65%的被调查者已经有了利用保险进行灾害补偿的意识,而湖

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的被调查者有这样意识的比例占 52% ,比前两者的比

例低,这说明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还没有大学生

和大专生强,但调查结果已经充分说明了目前人们包括农民已经认识到了

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对是否愿意利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的调查,三方调查问卷

中分别有 81%、75%和 68%的被调查者愿意采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补偿,

说明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将会分担气象灾害给其带

来风险,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 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

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

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保险公司的基本职能是组织经济补偿、分散灾害损失负担, 使遭受自

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企业和居民迅速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从心理的角

度来看,对灾害受难者来说,根据保险协议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与等待政

府部门的救济相比,心灵上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保险公司简捷快速的赔

偿能更快地抚平投保者因灾害而造成的心灵创伤, 使他们灾后不至于束手

无策,更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灾后的修复与重建。大部分人担心投保者

参加保险后,很多投保者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了保险公司,头脑里没有风

险意识,对防灾减灾措施不感兴趣,会影响防灾减灾的总体效果。但从我

们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三方被调查者中分别有 85%、87%和 79%的人在投

入保险后,遇到水旱灾害时,事先仍采取防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说明投

保者的心理状态比较好, 并从心理上并没有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保险公

司,自己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以期减少灾害的损失。

人们意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的方式可以分担灾害损失的风险,并且大

部分人愿意采用保险的方式来补偿灾害损失,那么到底人们愿意拿出多少

钱作为保费进行灾害保险呢,对此,我们利用假设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

如表 2所示。

结果表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

溪乡农民愿意投入保险的被调查者中,在假设每亩地纯收入在 100元、200

元、300元、400元的前提下,愿意拿出纯收入的 5%以下作为保费的比例均

为最高,在对各结果整理合并后, 得出在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

学的被调查者中,绝大部分被调查者愿意拿出纯收入的 5%以下作为保费

进行保险,而被调查的农民却不同, 他们有保险意识但不愿意拿出钱作为

保费的比例也比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的相应比

例要高,说明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在分担灾害损失风险中的重要作

用,他们也真正愿意参加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去, 但有些农民由于保险知识

的缺乏而对保险不够充分的信任,导致有些人犹豫不决。

七、小结

1.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对

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其重大影响的变化。同时由于全球变暖导致

了气象灾害越发频繁,对农业生产以及其他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也越来

越大。

2.目前,湖南广大农村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渠道还不健全,该地区

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

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3.该地区大部分农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和政府救助进行灾害救助的,

措施单一,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补充。

4.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具备,而且也愿意付

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 这就为将保险机制

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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