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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问卷调查方式等实证研究方法和构建模型结合起来!采用前景理论中的风险偏好参数来刻

画投保人风险偏好特点!同时使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投保人的风险偏好参数范围!之后通过聚类

分析将投保人按风险偏好特点聚为
0

类"损失风险中性类型)损失概率敏感类型和损失值敏感类

型
'

基于统计数据分析得出的投保人的风险偏好特点!结合在商业中有着广泛应用的基于绩效保险

契约!设计了出由基础保费和激励保费两部分组成的针对不同类型非理性风险偏好投保人的保险

契约框架
'

对于损失概率敏感类型投保人来说!保费激励部分通过设置免赔额实现%而对于损失值

敏感类型投保人而言!在保险契约中商定全保范围!当损失超出保险公司的全保范围!保险形式由

全保变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共同承担
'

最终此类保险契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损失值敏感类型

投保人的防灾努力!从而达到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和减少损失的目的
'

关键词"非理性风险偏好%前景理论%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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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各种潜在

的和现实的灾害风险对人类的威胁变得日益复杂和

难以预测
'

学术界对于风险规避行为的研究已经开

展了
)*

余年!但是其中大部分学者'

+1)

(都偏向于对

决策者理性行为的研究!认为人们的灾害风险规避

行为与风险期望预测有着密切的关系
'

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发现人们的风险规

避行为同时还受到诸多非理性风险偏好的影响
'

风

险偏好是指人们在面对风险决策问题时对于不同风

险因素的心理偏好效用
'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

将风险偏好行为具体到风险态度)损失厌恶和概率

权重这
0

个维度去刻画!之后的研究尝试从不同侧

重的风险偏好维度去解释人们的非理性风险偏好行

为
'\->D%

等'

0

(通过对家庭为单位的调查得到决策

者所处的经营环境会对其风险规避的态度产生影

响"经常处于不确定收支和现金流约束环境中的决

策者更愿意承担风险
';OEc@%-QM

等'

!

(引用文献'

)

(

推导出的充分必要条件指出!当风险增加时!人们并

不一定会采取相关措施去降低风险最大化其效益
'

一方面!研究认为人们的非理性风险规避行为受到

风险发生概率的影响
';OEc@%-CM

等'

!

(明确定义了

风险敏感类型投保人的行为特征!风险敏感型投保

人认为只要灾害发生的概率增加!此类投保人购买

保险的意愿就更加强烈
'

另一方面!研究证实损失的

多少对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决策影响有些时候更为突

出
'_-Dc

等'

/

(在实验室研究人们对一系列彩票#相

同的风险期望不同的概率和收益$的选择行为时发

现!收益的多少往往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更大
'

以上的

非理性风险偏好对人们行为影响的研究揭示了非理

性风险偏好的内涵!且在面对风险时并不能理性客

观地根据期望收益做出决策!人们在面对各个方面

的风险因素时有着各自不同的心理偏好
'

上述的研

究表明在面对同样的风险发生概率和可能的损失程

度时!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偏好程度
'

现有国内文献关于保险契约设计的研究都是在

投保人风险中性的假设下!以被保险财产价值和灾

害发生概率为研究基础
'

相关学者从保险公司和投

保人对灾难发生的概率不同估计进行了分析性研

究"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对灾害发生概率具有完全且

不对等信息
'

传统的研究假设投保双方具有完全且

完美信息!近年来基于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也受到了

学者的重视!学者们就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对灾难损

失的估计也进行了研究
'VOLB=LC

等'

+/

(针对在

4B>

.

@M>=B

不确定性的保险合同最优化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最优的保险合同不仅依赖于灾难中显示观

察到的损失大小!而且还依赖对损失的估计
'

G-MLOT>&&O

'

"

(对投保人风险规避程度)风险度量行为

以及基于此的保险市场做了详尽的需求分析
'

在对

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时并没有发现将投保人的灾害防

范努力考虑到合同设计中!所以本文希望能够将灾

难发生概率受投保人防灾努力考虑到研究中!进而

能够从根本上降低灾难发生的概率
'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投保人的风险偏

好参数范围!然后通过风险偏好参数作为特征来描

述不同类型投保人的风险偏好!从而验证了不同类

型的投保人之间有着明显的非理性风险偏好差异
'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在激励减灾的保险契约设计时

将投保人的非理性风险偏好纳入考虑因素!通过设

定激励条款激发投保人主观防范努力!从而达到防

范减少灾害发生和降低损失的目的
'

#

!

行为决策模型与统计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的理论基础是行为经济学中的经典理

论333前景理论
'

前景理论对传统期望理论进行了

非理性部分的补充研究
'

前景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

群在面对风险时都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
'

4=@BO<=B

等'

2

(研究的前景理论价值函数与
hLO&OE

等'

#

(的概率权重函数赋予了前景理论模型完美的数

学表述!见式#

+

$"

;

#

U

!

N

%

5

!

T

$

D

<

#

5

$

A'

#

N

$#

<

#

U

$

E

<

#

5

$$!

!!

>PU

)

5

)

*%LU

2

5

2

*

%

'

#

N

$

<

#

U

$

A'

#

T

$

<

#

5

$!

!!

>PU

2

*

2

5

L

J

K

%

<

#

U

$

D

U

(

!

>PU

)

*

%

E*

#

E

U

(

$!

>PU

2

*

L

J

K

%

'

#

N

$

D

Ob

S

'

E

#

E

&B

N

$

!

*

+

,(

#

+

$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第
!"

卷



!!

在上述的模型中!前景理论效用函数由价值函

数
<

#

U

$和概率权重函数
'

#

N

$两部分组成
%

前景理

论保留了期望理论中关于边际敏感度的假设!即不

管是损失或者盈利!其边际敏感度都是递减的
%

价值

函数
<

#

U

$

ZU

(中!

(

描述个人的边际敏感度!与期

望决策理论中的风险态度意义一致
%

前景理论的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分了在收益和损失两种情况下价

值函数的斜率!

*

反映了损失情况下价值函数的陡

峭程度!即损失厌恶程度!描述价值函数在损失条件

下区别于收益条件下斜率的变化
%

此外!前景理论赋予了期望理论中的客观概率

N

的主观成分!将其修正成为概率权重函数
'

#

N

$

%

概率权重函数
'

#

N

$中的参数
!)

+

!即
'

#

N

$

)

N

时!

概率权重函数呈现
7

型!即个人低估小概率事件而

高估大概率事件%当
!2

+

!即
'

#

N

$

2

N

时!概率权重

函数图像呈现反
7

型!即表示决策者有高估小概率

事件和低估大概率事件的主观偏好'

3

(

'

由此可以看

出价值函数凹性)损失厌恶程度和非线性概率权重

这
0

个参数共同描述着个人的风险偏好
'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经常根据研究的问题

需要将样本分类进行研究!本文将前景理论中
0

个

风险偏好的测度参数作为聚类分析中的变量!是将

行为决策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的一次结合创新
'

将

原本用来描述决策者非理性风险偏好的参数作为聚

类分析的聚类指标!不仅可以使用前景模型参数准

确描述每个样本的风险偏好状况!也为聚类分析提

供了准确有效的聚类指标
'

!

!

问卷调查与数据处理

本文在设计问卷时参考了
U=B=c=

等'

+*

(设计的

风险偏好实验!根据
0

组决策问题找出效用函数转

折点!进一步求解出前景模型中的
0

个参数的具体

数值或参数范围
'

因为问卷中的
0

组决策问题有着

一定程度上的理解难度!所以本次问卷先在高校中

进行抽样调查!并且根据反馈对问卷进行修正!后期

问卷调查在安徽省合肥市三河古镇风景区内进行实

地调查
'

此外我们在调查对象回答问卷前设计了自

然灾害投保的场景!从而控制陌生人数量
'

本次问卷

调查开展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问卷发放

采用线上线下共同发放的方式!其中线下调研是面

向安徽省合肥市三河镇的古建筑群落的房屋产权所

有人
'

线上线下共回收问卷
)2*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问卷有效率为
#!d!!j'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

因为文献'

+*

(设计的实验是面对面采访方式!所以

调查对象必然会在最后的决策问题中做出风险规避

的选择!给出自己的风险选择转折点
'

但将实验转化

成问卷之后!调查对象可能会始终选择风险规避或

者风险寻求方案!所损失厌恶的范围会上限无穷大!

下限无穷小
'

但是这类样本在聚类分析过程中对需

要研究的问题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而会使得

聚类结果产生更大误差!所以我们经过考虑之后没

有将损失厌恶无穷大或无穷小的样本纳入到聚类分

析的范围内
'

表
+

是通过使用
7h77

软件中的聚类分析得出

样本聚类分析结果!第一类样本的数量占据了样本

总体的
!3d2/j

!而第二类和第三类的样本数量分

别占样本总体的
)#d)j

和
)0d2j'

为了分析聚类结

果中每一类样本的风险偏好特点以及不同类型样本

之间的差异!本文将三者之间以及与样本总体统计

性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到
0

种不同类型投保

人的风险偏好特点
'

表
#

!

风险偏好参数平均值统计表

I%/R#

!

I'(%=(7%

8

(7*,E

<

7(3(7(5+(

<

%7%)(&(7&%/2(

风险偏好 概率权重 损失厌恶
不同类型占样本

总体比例

类型
+ *'/2 *'2" +'2) !3j

类型
) *'3/ *'## *'3+ )#j

类型
0 *')0 *'/3 *'20 )0j

样本总体
*'"* *'2/ +')2 +**j

从表
+

可以看出样本总体的风险偏好为
*d"

!

小于理性人假设中理性人风险偏好为
+

的水平!说

明在人群中绝大部分人的风险态度是风险规避的!

另外根据样本总体的风险偏好特征值可以了解到人

群中大部分人有低估大概率事件而高估小概率事件

发生的心理
'

与样本总体和其他类型对比可以看出!

类型
+

的投保人风险偏好和概率权重参数都接近于

样本总体!而损失厌恶参数远高于样本总体的平均

值!说明这类投保人在面对风险选择的时候!由于对

损失的厌恶程度比较高!所以灾害发生时可能产生

的损失对他们的风险选择影响更大
'

我们将这类投

保人定义为损失值敏感类型投保人
'

类型
)

投保人

的概率权重和损失厌恶参数都接近样本总体!说明

这类投保人对于风险选择没有自己的心理侧重的风

险因素!另外此类投保人风险偏好参数接近
+

!说明

这类投保人的整体风险偏好更接近于期望理论中对

理性人群的定义
'

所以我们将其定义为损失中性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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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投保人
'

类型
0

投保人风险偏好参数和概率权重

参数都明显低于样本总体!这说明这类投保人相较

于其他类型投保人具有高估小概率事件而低估大

概率事件的特点
'

在面对小概率灾害时!他们经常

会在事实概率基础上加上自己的主观感受!增加

灾害可能发生概率在自己做出风险决策时的心理

权重!因此本文将其定义成为损失概率敏感型投

保人
'

为了进一步描述样本数据中的统计性规律!分

别对
0

种类型投保人的风险偏好参数进行了描述性

统计!结果如表
)

所列!表明
0

种类型各自的风险参

数特征明显且每一类样本分布集中
'

为进一步检验

0

种不同风险偏好类型投保人的风险偏好差异!本

文对不同风险偏好类型投保人的特征进行了差异性

检验!结果如表
0

所列
'

配对样本
M

检验结果发现不

同类型投保人的风险偏好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

而

表
!

!

不同类型投保人风险偏好参数描述性统计

I%/R!

!

G*33(7(5&&

:<

(,43

<

42*+

:

'429(7,V7*,E

<

7(3(7(5+(

<

%7%)(&(79(,+7*

<

&*=(,&%&*,&*+,

风险偏

好参数
投保人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风险

偏好

损失值敏感型
*'/2 *'0# *'+/ +'/* *'*/

损失中性型
*'3/ *')" *'*2 +'/* *'!*

损失概率敏感型
*')0 *'+# *'*0 *'2* *'*/

概率

权重

损失值敏感型
*'2" *')" *'*2 +'/* *')*

损失中性型
*'## *')! *'*" +'/* *'/*

损失概率敏感型
*'/3 *'+# *'*0 *'3* *'+*

损失

厌恶

损失值敏感型
+'2) *')) *'*/ )')0 +'+3

损失中性型
*'3+ *'+* *'*+ +')* *'2!

损失概率敏感型
*'20 *'*# *'*+ *'3# *'"2

表
?

!

不同风险偏好类型之间的配对样本
&

检验

I%/R?

!

K%*7(9-%)

<

2(&&(,&/(&;((59*33(7(5&

&

:<

(,437*,E%

<<

(&*&(

风险偏

好参数
投保人类型

M

值
7>

.

值

风险

偏好

损失值敏感型
1

损失中性型
]"'"!# *'***

损失值敏感型
1

损失概率敏感型
!'/!2 *'***

损失中性型
1

损失概率敏感型
+0'"#2 *'***

概率

权重

损失值敏感型
1

损失中性型
]+'3"" *'*//

损失值敏感型
1

损失概率敏感型
0'00! *'**)

损失中性型
1

损失概率敏感型
"'"3* *'***

损失厌恶

损失值敏感型
1

损失中性型
)!'*/+ *'***

损失值敏感型
1

损失概率敏感型
)"'+/# *'***

损失中性型
1

损失概率敏感型
2'3*3 *'***

!!

8注9

!

若
7>

.

值
)

*'*/

!则显示组间无显著差异%若
7>

.

值
2

*d*/

!则显示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

损失值敏感类型和损失中性类型投保人在概率权重

方面则差异相对较小且都高于损失概率敏感类型投

保人!这可以解释为这两类投保人对于灾害事件发

生概率的主观心理预期差异不明显
'

基于以上的统计数据分析以及差异性检验结果

可以得到结论"人群中风险态度的普遍表现是风险

厌恶!接近理性的人群只占其中的小部分
'

其中风险

厌恶人群对于风险各要素的偏好有着显著性的差

异!其中对于损失值敏感人群要比损失概率敏感人

群占有更多的比例
'

?

!

不同风险偏好类型投保人保险契

约模型

传统类型保险契约大多是在假设投保人理性的

前提下!建立在被投保物的价值和事故发生概率的

基础之上
'

而由上述分析结论可以知道!投保人的非

理性风险偏好是传统保险契约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

的影响因子
'

对于具有重要自然历史文化价值或者

损毁后无法恢复的被保险物来说!由于投保人在日

常维护和开发利用上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

投保人的风险偏好正好可以成为激发其主观防灾努

力的关键
'

如果保险公司在设计保险契约的时候将

投保人的风险偏好纳入到参考因素里!就可以通过

在保险契约中添加激励条款激发投保人自身的防灾

努力!有效降低被保险财产遭受损失的程度和概率
'

4=L&

'

++

(提出一种道德风险模型!建立分析了投

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博弈过程
'

其典型之处在于投

保人将保险费或者索赔申请时候支付的保险费与个

人的防灾努力联系起来并考虑保险公司是否对投保

人的努力水平进行检查监督的问题
'

本文在博尔奇

的双人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将原有的保险公司检查

监督投保人是否欺诈扩展成为保险公司通过奖励或

者惩罚来激励投保人的防灾努力
'

在博尔奇的双人

博弈模型中讨论了当投保人试图欺骗时被保险公司

检查发现而处以罚金的情况!本文在其模型基础上

讨论了投保人是否投入防灾努力和保险公司是否采

用基于投保人防灾绩效合同的博弈策略
'

?R#

!

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博弈

假设一份保险契约的契约保险费为
S

!投保人

投入防灾努力成本
.

!投保人投入防灾努力会导致

预期赔款由
Z

)

减少到
Z

+

!即
Z

+

2

Z

)

%

当保险公司

采取基于绩效的保险契约时!投保人是否采取防灾

努力将会在赔偿申请的时候为自己带来
$

的奖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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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W

的惩罚
%

显然!为了保证激励措施有效!需要

$

)

Z

)

]Z

+

].

且
W

)

Z

)

]Z

+

].%

所以投保人和

保险公司之间的两人非零和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
!

所列
%

表
O

!

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双人博弈支付矩阵

I%/RO

!

G4./2(L%)(*5,.7(9%59&'(*5,.7%5+(

+4)

<

%5

:

&4

<

%

:

)%&7*N

保险公司

采用传统契约 采用绩效契约

投
保
人

投入防灾努力
Z

+

]S].

!

S]Z

+

Z

+

]S].[$

!

S]Z

+

]$

不投入防灾努力
Z

)

]S

!

S]Z

)

Z

)

]S]W

!

S]Z

)

[W

引入混合策略!假设投保人不投入防灾努力!减

少防灾措施的概率为
U

!而保险公司采用传统类型

保险契约的概率为
5

!则双方的收益分别为

投保人"

;

+

#

U

!

5

$

D

U

5

#

Z

+

E

S

E

.

$

A

!

U

#

+

E

5

$#

Z

+

E

S

E

.

A

$

$

A

!

#

+

E

U

$

5

#

Z

)

E

S

$

A

!

#

+

E

U

$#

+

E

5

$#

Z

)

E

S

E

W

$!

!!

保险公司"

;

)

#

U

!

5

$

D

U

5

#

S

E

Z

+

$

A

!

U

#

+

E

5

$#

S

E

Z

+

E

$

$

A

!

#

+

E

U

$

5

#

S

E

Z

)

$

A

!

#

+

E

U

$#

+

E

5

$#

S

E

Z

)

E

W

$!

!!

求得均衡点为

U

D

W

W

A

$

!

5

D

Z

+

E

Z

)

E

.

A

W

A

$

W

A

$

%

!!

由以上的博弈模型推导过程可以看出"

定理
#

!

当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保

险公司的净收益为零时达到最优!而此时的最优保

险费的表达式是

S

D

Z

)

E

#

Z

)

E

Z

+

$

W

&#

W

A

$

$

%

!!

在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双方博弈中!最优保费

为
SZZ

)

]

#

Z

)

]Z

+

$

W

&#

W[$

$

%

由最优保费的表

达式可知保费
S

的范围在#

Z

+

!

Z

)

$!最优保费由基

础保费部分
Z

)

和激励保费部分#

Z

)

]Z

+

$

W

&#

W[$

$

两部分组成
%

基础保费即在投保人没有投入防灾努

力下预期损失赔款!激励保费就是投入防灾努力的

绩效和奖惩力度的比例构成
%

我们将
W

&#

W[$

$定

义为奖惩比!当奖惩比例非常低的时候!此时对投保

人的惩罚激励作用要更加明显
%

基于损失的保险费

会接近于投入防灾努力下较轻的损失程度!即投保

人会投入积极的防灾努力
%

反之!投保人将不会投入

过多的防灾努力
%

?R!

!

非理性风险偏好最优保险契约研究

;@L&>E@

等'

+)

(考虑道德风险下的保险分为两种

情况"自我保护和自我保险
'

自我保护是指投保人会

主动参与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比如火灾烟雾报警

器可以降低火灾发生概率%而自我保险是指投保人

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发生时造成的损失规模!比如安

装自动喷淋灭火装置可以减少火灾发生时的损失
'

在道德风险下!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处于信息不对称

博弈之中!保险公司无法了解到投保人的防灾努力!

而这种努力可以大大地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和遭受

损失的规模!所以在设计保险契约时候应该激励投

保人的防灾努力!把其作为有效防止灾害发生和损

失扩大的有效方法'

+0

(

'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希望能

够针对非理性风险偏好投保人的特点设计出能够激

励他们防灾努力的最优保险合同!但是损失中性投

保人的风险偏好接近于理性人!没有明显的风险偏

好!所以暂时没有研究对他们具有风险偏好激励的

保险合同机制
'

0')'+

!

损失概率敏感型投保人的保险契约模型

对于损失概率敏感型投保人!假设灾害发生概

率为
N

#

.

$!

.

为投保人自身的防灾努力!即灾害发生

的概率是投保人防灾努力的函数
%

事故发生时给投

保人带来的损失为
)

!同时得到保险公司
T

的赔偿

款
%

投保人的初始财富是
a

!保费为
8

%

为了方便计

算!投保人的防范努力
.

即为防灾成本
.%

假设损失

随机分布!分布函数为
Q

#

)

$!密度函数
6

#

)

$

%

则问题

表示为式#

)

$"

<=b

#

8

!

T

#

)

$!

.

$

#

+

E

N

#

.

$$

+

#

$E8E

.

$

A

!

N

#

.

$

7

+

#

$E8E

.

E

)

A

T

#

)

$$

6

#

)

$

C)

D'M'

!8E

N

#

.

$

7

T

#

)

$

6

#

)

$

C)

.

*

#

)

$

!!

假设一阶方法有效!即

#

+

E

N

#

.

$$

4Y

#

$E8E

.

$

A

!

N

#

.

$

7

4Y

#

$E8E

.

E

)

A

T

#

)

$$

6

#

)

$

C)

E

!

N

Y

#

.

$'

4

#

$E8E

.

$

E

!

7

4

#

$E8E

.

E

)

A

T

#

)

$$

6

#

)

$

C)

(

D

*

#

0

$

!!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得到式#

!

$"

N

#

.

$

4Y

#

$E8E

.

E

)

A

T

#

)

$$

Q

#

)

$

E*

+N

#

.

$

Q

#

)

$

D

!*

)

'

E

N

#

.

$

Q

#

)

$

4b

#

$E8E

.

E

)

A

T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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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Y

#

.

$

4Y

#

$E8E

.

E

)

A

T

#

)

$$

Q

#

)

$( #

!

$

!!

当
$

]

8

])[

T

)

*

时!可以整理为式#

/

$"

*

)

4b

#

$E8E

.

E

)

A

T

#

)

$$

A

!

+

E*

)

N

Y

#

.

$

N

#

.

' (

$

4Y

#

$E8E

.

E

)

A

T

#

)

$$

E*

+

D

*

#

/

$

!!

令
IZ

$

]

8

].])[

T

!假设#

)

n

!

I

n

$为最优解!

上式说明只要
I

)

*

!则与
P

相互独立
%

由于
IZ

$

]

8

].])[

T

!可以得到
T

#

)

$

Z<=b*

!

)]

/ 0

M

!其

中!

MZ

$

]

8

].

'

+!

(

%

在针对损失概率敏感型投保人的保险合同设计

上!可以通过设立相对或者绝对免赔额的措施可以

激发此类投保人的防灾努力
%

0%)%)

!

损失值敏感类型投保人的保险契约模型

对于损失值敏感型投保人!假设可能发生的损

失为离散变量!即损失为#

)

+

!

)

)

!*!

)

1

$!而且
)

/[+

)

)

/

各自发生的概率是
S

/

#

.

$!

.

表示投保人的防灾努

力
%

假设保险公司的最优保险菜单是#

'

!

T

5

+

!

T

5

)

!

T

5

0

!

*!

T

5

1

$!它必定是如下问题的解"

<=b

#

'

!

T

/

!

.

$

#

+

E

N

$

<

#

$E8E

.

$

A

!!

N

$

N/

#

.

$

<

#

$E8E

.

E

)

/

A

T/

$

D'M'

!

N

$

N/

#

.

$

T/

E8

#

*

!

! !

T/

E

)

/

2

*

+

,*

#

"

$

!!

同样假设一阶条件有效!即可得到式#

2

$"

E

#

+

E

N

$

4Y

#

$E8E

.

$

D

!

N

$

/

N/

4Y

#

$E8E

.

E

)

/

A

T/

$

E

!

N

Y

/

#

.

$

4

#

$E8E

.

E

)

/

A

T/

$0 #

2

$

!!

在损失的分布服从单调似然率特征和绝对风险

厌恶系数非递增的假设下!如果投保人具有绝对风

险不递增的期望效用!在自我保险型主导的市场中!

最优保险契约满足以下两个特点"

&

#

)

/

]

T/

$关于
/

非递减!即投保人承担损失的

数量随着损失规模的增加非递减
%

'

存在某个
"

值使得"当
/

#

"

时!

)

/

Z

T/

%当

/

)

"

时!

)

/

)

T/

'

+!

(

%

#

)

/

]

T/

$关于
/

并非单调递减
%

当
/

小于等于某

个
"

值时!赔偿款
T/

等于损失
)

/

%当
/

大于
"

时!赔

偿款
T/

小于损失
)

/

%

由上面的推导过程可以看出当损失达到一定程

度之上时!一味地由保险公司全额保险并不能激发

损失值敏感类型投保人的保险努力!无法达到保险

效用最大化
%

针对损失值敏感类型投保人在设计保

险条款时可以考虑到损失在投保人的心理效用
%

具

体措施是根据投保人防灾努力设立全保范围!不再

是保险公司一己之力承担
%

在损失小于全保范围内

为保险公司全保!在损失超出全保范围的时候保险

形式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共保
%

这样保险公司就提

高了对损失值敏感类型投保人采取措施自我保险的

激励!可以把大额损失转移到小额损失状态下
%

而损

失值敏感类型投保人在这样的保险条款下也会因为

大额损失的心理效用积极采取防灾措施
%

O

!

结论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结合的前景理论

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得到不同投保人的风险偏

好特征基础数据!采用
7h77

数据处理软件对采集

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将样本总体聚为
0

类
'

通

过对聚类产生的
0

种类型投保人特征进行统计性描

述和差异性检验之后!本文针对不同类型的非理性

风险偏好投保人设计出可以一定程度上激励其防灾

努力的保险契约模式
'

本文有以下两点结论"

#

#

$投保人可以分为损失风险中性型)损失概

率敏感型和损失值敏感型
0

种类型
'

损失风险中性

型的风险偏好更加接近于理性人群%对于损失概率

敏感型的投保人来说!他们在面对小概率事件时往

往会主观地高估其概率%损失值厌恶型的投保人在

面对可能造成财产损失的风险时!他们会更加积极

地采取措施减小损失
'

#

$

$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双人博弈模型

中可以发现基于绩效的合同和奖惩机制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激发投保人的防灾努力
'

针对损失概率敏感

型的投保人来说!可以通过在保险契约中设定浮动

数额的相对免赔额或者一定数额的绝对免赔额的

1门槛费2来激发投保人的防灾努力%而对于损失值

敏感型投保人来说!损失赔偿无疑是他们更加关心

的保险契约内容
'

针对这类的投保人!保险契约设计

时应将全保范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

当发生超过全

保范围的重大损失!则由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共同承

担!保险形式由全保变为共保
'

当然本文尚有待改进之处!比如没有提出具体

量化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的防灾努力的方案以及没

有考虑到灾害发生时间对投保人心理的影响等
'

因

此!对于模型的丰富和求解工作在未来的研究中需

要进一步开展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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