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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工程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工程质量也被不断强调，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作为保障工程质量

的重要工具，在我国被不断采用并推广。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IDI)制度出台的政

策环境背景，然后分析了国内外实施该险种的现状和意义，并探究了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在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创新发展的相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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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engineering quality has 
been constantly emphasized.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guarantee engineering quality, engineering 
quality potential defect insurance has been adopted and promoted in China. This article first in-
troduces the potential defects engineering quality insurance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policy en-
vironment background, and then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anger to pla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lores the potential defects e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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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ring quality insuranc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 and finally puts for-
war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gineering quality insurance innovation potential 
defects relate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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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居住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保证建筑

工程质量，做好相关工程质量风险防范，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新时代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求

下的社会热点。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在加强工程

质量安全管理的同时，要推动发展工程质量保险。2018 年 11 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建筑工程质

量潜在缺陷保险质量风险控制机构工作规范》，作为国内第一套正式公开公布的 IDI 质量风险控制机构

工作标准，为 IDI 险种的推广和发展再添动力，也推动了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不断深化。 
从现阶段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方面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通

过对比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现状，来探索相关先进经验。申琪玉等(2019)通过对比法

国、西班牙、中国的建筑工程质量保险体系，以及我国部分试点城市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发展现状，

发现国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体系不健全、发展不平衡、投保类型单一等问题，并从制度、模式和管

理角度来提出相关发展建议[1]。吴桐等(2020)通过对比我国和国外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IDI)制度的发

展水平，并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为完善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二是工程

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在推行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痛点[2]。朱明等(2020)探讨了我国 IDI 在推行过程中的困

难，认为 IDI 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追偿机制不健全、开发商抵触情绪较高、费率厘定难度大以及 TIS 机构

风险较大等行业痛点。三是新时代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探索[3]。周廷礼等(2019)
指出随着我国建筑业的高速发展，对于工程建设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必须利用保险的市场化手段辅

助建筑行业管理和质量提升[4]。 
本文从国内外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我国实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重要意

义，并探讨了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

保险创新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2.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发展现状 

2.1.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来源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发轫于上世纪末的法国，也简称为“IDI”，指由工程建设单位负责投保，在

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和期间内出现的，工程质量潜在缺陷所造成的投保工程损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

任的保险，是工程保险中承保时间最长的长尾保险产品，也是工程质量保修金的重要替代手段，其运行

过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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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herent defects insurance operation process 
图 1.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运行过程 

 
我国工程质量缺陷保险发展历程较晚，直到 2002 年，人保财险与原建设部、保监会进行了建设工程

质量保险制度的相关研究，2004 年 1 月原建设部联合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中心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公司对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国的建筑工程质量保险体系、政策环境、运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实地

考察。2005 年 8 月，原建设部和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建设工程质量保险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

大力发展工程质量保险制度，并对工程质量保险进行了相关定义。 

2.2. IDI 国内发展现状 

现阶段，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承保主要采用的是共保模式，共保体一般由首要保险公司及

三家以上的相关保险公司组成，参加共保体的保险公司必须采用统一的保险费率、统一的合同条款、统

一的理赔流程。随着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在我国部分地区进行试点与推广，各地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效果。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于 2011 年在《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中提出工程建设单位投

保工程质量保证保险，可免予交纳物业保修金。2012 年 8 月上海市提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工程质量风险

管理体系，并发布了《关于推行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试行意见》，首次明确了住宅工程

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定义并完善了保险的相关流程。2016 年 6 月《关于本市推进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宅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实施意见》发布，在保障性住宅工程、浦东新区范围内的商品住宅工程中，推

行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这也标志着上海市正式实施住宅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制度。2017 年 11
月《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细则(试行)》颁布，进一步明确了保险的相关内容，基本确定

了住宅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制度。2019 年，发布《关于本市推进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宅工程质量

潜在缺陷保险的实施意见》，对适用范围、承保范围和期限进行了更细致的要求，也为工程质量潜在缺

陷保险在全国其他地区的推广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2.3. IDI 国外发展现状 

法国作为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发源地，也是该险种相对完善、开展较为成功的国家，推行工程

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大多数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法国的模式和经验。在法国 IDI 作为一种强制性工

程类险种，是当地建筑质量保障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的工程质量相关险种包括缺陷险和责任险，

采取固定费率模式，且未设置免赔额，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业主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带了较多的合

同纠纷问题。西班牙在法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建筑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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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体系，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费率模式，法国采取的是固定费率，而西班牙则将固定费率和浮动费

率结合使用；二是对免赔额进行更明细的说明，规定由同一原因造成的损失累计超出投保金额的 1%的部

分才予以赔偿，低于这个标准则为免赔额[5]。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Inherent Defects insurance system 
表 1. 国内外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制度对比 

 法国 西班牙 日本 中国 

投保类别 建筑类工程 建筑类工程 新建工程 住宅、市政 

是否强制投保 强制 强制 市场决定 政府鼓励 

费率模式 固定费率 固定费率和浮动费率 浮动费率 浮动费率 

费率水平 1%~1.5% 0.5%~1% 0.13%~0.34% 1.5%~2.5% 

是否设定免赔额 未设定 设定 设定 未设定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工程质量保障手段。以日本为例，日本

作为一个对工程建设质量要求十分严格的国家，尤其注重在工程质量保险方面的探索，为了维护新建住

宅的消费者权益，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住宅商品，日本创立了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制度，该制度

建立后，日本居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投保率显著提升，从 2013 年的 24%上升到 2017 年的 82%，

并且日本居民生活基本发展纲要提出到 2025 年之前要将投保率提高到 40%左右。 

3. 我国发展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意义 

近年来，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在我国的不断试点推广经验表明，发展该险种对我国工程建设过程

中的风险管理、责任落实、权益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IDI 是一款关系国计民生的准公共保险产品，

作为工程质量保障的市场化手段，在中国研究、试点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建筑产业，助力工程质量高质量

发展，开启了保险参与工程质量责任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模式，是商业保险配合政府职能转型、充分发

挥市场力量的一个典范。较其他措施，IDI 保险在工程质量风险管理方面主要具有下列明显优势。 

3.1. 有利于加强工程质量监控 

IDI 保险以“提高建筑工程质量”为最终目的贯穿整个建设链条中，系统性、专注度高。推行建筑工

程质量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着想，降低其承保工程的质量风险，必定会通过建立风险控制

管理机构对工程建设全过程实行相对严格的质量检查、风险控制和监督整改等，以此保证建筑工程质量，

降低未来可能的赔偿风险。 

3.2. 有利于多方联动化解工程质量风险 

通过工程质量风险控制管理机构(TIS)的施工全过程介入，IDI 可以有效地提高建筑质量，工程质量

过程管控大于质量问题处理。TIS 从建设伊始便介入开始风险评估和控制，作为建设项目独立的第三方，

只受保险公司的聘用、由保险公司支付费用、向保险公司汇报，与工程有关的参建单位不存在关联的利

益关系，从而从体制上保证了检查结果的公正性。 

3.3. 有利于化解工程项目纠纷 

发生工程风险事故后，IDI 通过迅速理赔，充分履行保险机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IDI 保险的

推行，在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商品房质量问题的投诉事件日益增多、房屋质量问题在房地产维权投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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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居首位的情况下，有效缓解“店大欺客”、推卸责任、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3.4. 有利于协调工程项目主体矛盾 

IDI 为政府提供一种有效的提高建筑质量的市场手段，使政府摆脱出本不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和行政

责任，减少纠纷。推行建筑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是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将工程质量风险分散转移到保

险公司身上，通过经济手段解决建设工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实行 IDI 保险，政府可通

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工程质量进行管理，各方参建单位主动购买建筑工程潜在缺陷保险，各方的风险、

利益和责任相互制约，形成了利益的制衡体系。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发展，工程建设日新月异，工程质量日益成为影响广大居民

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引入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机制，将保险的手段贯穿于建筑工程设计、施工、验

收全流程，与监理单位共同形成保障工程建设质量的合力，既可以有效保证工程质量，也可以推动工程

建筑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有效提高。IDI 保险以提高工程建筑质量为宗旨，保险公司也必定会通过建立风

险控制管理机构对工程建设全过程实行相对严格的质量检查、风险管理和监督整改等，来保证建筑工程

质量，降低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赔偿风险。通过工程质量风险控制管理机构(TIS)的建设全过程介入，

可以有效地提高工程建设质量，TIS 从诞生起便介入到工程风险评估和控制，作为工程建设项目第三方，

独立于工程建设单位和保险公司之外，与工程有关参建方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只受保险公司的聘用，

负责对工程质量进行评估控制。 

4.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面临挑战分析 

4.1. 工程建设单位投保意愿较低 

我国法律法规中对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责任保险都没有明确规定其为强制性险种。我国最

新修订 2011 年版《建筑法》中仅规定建筑工程意外伤害保险为强制性险种，国家及地方出台的多项推进

工程质量保险办法和意见也没有强制性规定。以上海为例，其 2011 年通过的《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

全管理条例》鼓励各住宅工程参与方投保住宅工程质量保险，但是，2013 年上海市商品住宅竣工面积为

225,444 万平方米，而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覆盖面积仅为 5541 万平方米。住宅工程质量保险缺乏

法律强制性保障，投保人投保积极性低，增大了推行住宅工程质量保险的难度。 

4.2. 风险管理控制水平较为落后 

TIS 机构的存在，是 IDI 区别于其他险种的一个重要特点，更是确保 IDI 正常运行的重要核心[6]。我

国保险主管部门及各试点城市不但设置了各项符合实际的 TIS 机构准入门槛和考核标准，更是于 2018 年

度颁布了《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质量风险控制机构工作规范》，对 TIS 机构的工作职责与内容提

出要求和指导。根据各 IDI 推广城市的试行方案和笔者收集的实践情况，开发商在获得施工许可前即要

支付大部分保费，保险公司通过该笔费用，聘用 TIS 机构从设计阶段进行质量监督，项目竣工阶段，TIS
机构的评估报告直接影响保单效力。但是，TIS 机构作为受聘于保险公司的盈利性机构，其工作质量及

考核评价均不受建设方、施工方等的制约。那么，TIS 机构作为投保方“购买的一种服务”，其服务质

量如何让投保方放心。 

4.3. 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机构匮乏 

第三方工程质量检查机构匮乏保险公司需对投保的工程进行监管，掌控风险，保证其利润空间，但

保险行业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只能依靠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协助来开展相应工作。目前我国工程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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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从业机构主要是监理单位和质量监督站，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受利益驱使，而质量监督站作

为政府部门独立于工程各参与方，但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实体监督监察，只能进行阶段性抽样检查。

独立于工程各参与方、能对建设工程进行全过程监管的、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工程质量检查服务机构亟待

发展，保障以工程质量为标的工程保险的可保性，把保险公司的不可保风险转变为可保风险。 

4.4. 费率厘定机制不健全 

根据各城市试行办法的规定，保险费率采用“统一”模式。但是，各地试行办法同时也明确指出，

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设计差异化的浮动费率。各地在选取承保公司时，普遍采用“招标

入围多个主承保公司及多个共保公司”的模式。所以后续业务还需要多个具备主承保资格的单位继续竞

争，即投保主动权和议价权掌握在投保人手中。IDI 不同于其他险种，TIS 机构的成本、事故鉴定费用的

成本是确保 IDI 不流于形式的重要成本项。如无明确、统一的浮动费率方案，市场竞争的结果很可能会

对上述两项核心工作的服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再者，虽然各地均要求 IDI 需要确保统一保险条款、统

一费率、统一理赔服务、统一信息平台，但正如基础费率的统一不妨碍浮动费率的存在，根据城市不同、

未来投保行业不同、投保人需求差异等因素，在大原则统一的基础上，也将会出现个性化保险方案、差

异化理赔方案。而这些“差异”如何在“浮动费率”中得以体现，这将成为行业内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

课题。 

5. 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 

5.1. 提升工程主体投保率 

在市场调节的情况下日本的保险保函市场占比高达 90%，说明日本有成熟的配套措施，有相应较强

的市场调节能力。而我国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配套制度尚需逐步建立，建议立法强制实施住宅工程质

量保险以保证其顺利开展。在立法时可规定在土地出让合同中要求建设单位投保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

保险；施工许可证的办理需提供建设单位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投保承诺；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及

销售许可证的办理需提供建设单位的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已投保证明[7]。因法律的修改需从上位

法到部门规章全链条修改以保证减少法律政策的冲突，立法周期和法律修改周期较长，建议从法律层级

较低的地方规章入手，在试点城市现行推出强制住宅工程质量保险，后逐级上升至法律层面。 

5.2. 提高 TIS 质量风险管理服务水平 

住宅工程质量保险制度的推广运行不仅需要设计合理的保险制度，还要制定一系列的相关配套制度

来保障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1) 建议建立各工程参与方及工程项目负责人的诚信体系，对工程质量、项

目经验、资质、信誉等进行详细记录，对出现质量问题、信誉问题的企业和个人对外公布，根据信用等

级差异化调整保险费率，以激发市场竞争机制。2) 建立工程质量监督机制，包括第三方质量检查机构与

监督调节各方与第三方质量检查机构冲突的监管机构。第三方质量检查机构受保险公司委托，监管参保

工程设计、施工全过程，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因我国第三方质量检查机构尚在其起步阶段，

工程监理企业在项目监管上有一定经验，政府可鼓励部分工程监理企业转型为第三方质量检查机构。因

监管机构的作用是调节管理各方，建立时需考虑其权威性，建议由政府部门的工程质量监督站转职[8]。 

5.3. 借助保险科技赋能 IDI 创新发展 

保险科技深度融合到工程保险全过程，助推工程保险科技化。工程保险的经营过程包括费率厘定、

承保核保、防灾减灾、理赔勘探，各环节间相互依赖，共同助推工程保险业务顺利开展，为了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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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营效率，必须借助保险科技赋能各环节创新发展。一是工程保险的费率厘定具有个别性，由于不

同工程项目由于气候环境、技术水平、地理位置等一系列条件的不同，导致所面临的风险存在差异，也

需要不同的适用费率，为了进行科学费率的厘定，要借助大数据收集并整合影响工程保险费率的相关数

据及因素，然后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针对性的制定适合不同工程项目的费率，满足不同的工程险投保方。

二是在承保核保过程中，工程保险经营公司要利用科技手段加强对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等与工程项目密切相关主体的核保分析，例如对建设单位的工程材料和施工质量进行评价，以确

保工程质量，对施工单位的人员安全进行勘察，减少安全隐患，从而做出科学的承保与核保，以达到把

技术手段引入到工程建设风险管理的目的。三是防灾和理赔环节，要加强风险防范基础工作，完善损失

发生前的防灾、损失发生中的减损以及损失发生后的理赔和整改，建立工程保险全过程的风险核查。 

5.4. 提高 TIS 质量风险管理服务水平 

创造条件梳理住宅工程质量保险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调整相冲突的地方。如对投保工程质

量潜在缺陷保险的住宅工程，对包含于保险范围又包含在保修范围的分项，施工单位在工程保险期内履

行保修义务，保险公司、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需约定业主对保险公司索赔后，对于施工单位的责任，保

险公司有权进行代位追偿，并在保修办法和保险协议书中进行说明。对同属于保险和保修范围内但保险

期过后如仍处于保修期的分项，即主体结构与地基基础一项，可让施工单位继续履行其保修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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