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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构建的路径与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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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保险是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通过扩面、增品、提标ꎬ安徽省已基本形成

大宗农作物的“基本险 ＋ 大灾险 ＋ 商业险”的保障体系和特色农产品的“基本险 ＋ 商业险”的保障模式ꎬ但构建

覆盖更广、保障能力更强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仍然面临保险公司服务能力弱、经营主体保险意识差和部分险

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瓶颈制约ꎬ应通过提升保险公司服务能力、增强经营主体参保意识、优化农业保险财政

支持方式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等措施完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ꎮ
〔关键词〕农业保险ꎻ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ꎻ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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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我国人多地少ꎬ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事关国家安全ꎮ〔１〕作为支持保护农业的重要政策

工具ꎬ农业保险在稳定粮食生产、防范化解农业

经营风险、提高灾后恢复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现

代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ꎮ〔２〕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国家

财政对六省区五大类粮食作物保险予以保费补

贴ꎬ为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ꎮ ２００８ 年国家扩大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ꎬ支持发展主要粮食作

物政策性保险ꎮ 由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起步较

晚ꎬ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业保险体系ꎬ长期以来我

国农业保险多处于保物化成本的水平ꎬ甚至相当

数量的省份尚未达到完全覆盖物化成本的标准ꎬ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的问题极为突出ꎮ 随着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入发展ꎬ现有的农业保险产

品与实际需求产生偏离ꎬ加快构建多层次的农业

保险体系是新时代农业保险转型升级的内生需

要ꎬ〔３〕２０１７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农产

品收入保险制度”ꎬ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

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ꎬ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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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体系”ꎮ
近年来农业保险的总体规模以及覆盖范围

都有所扩展ꎬ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等国

家重大战略为农业保险加持了更多的政策红利ꎬ
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压器”和“保
障网”ꎬ对保障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毋庸置

疑ꎮ 但是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对促进乡村产业发

展的作用仍未充分发挥ꎬ主要表现在:(１)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农业保险需求难以得到

充分满足ꎮ 我国农业生产正在朝着专业化、集约

化和适度规模化的方向发展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数量大幅增长ꎬ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小农户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的局面ꎬ由于生产经营方

式的不同ꎬ使得两者所面临的农业经营风险存在

差异ꎬ这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

求ꎮ (２)农业保险产品结构及服务技术亟须优

化ꎮ 新型经营主体大量出现后ꎬ“一刀切”的农

业保险产品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ꎻ而农业经营风

险的多变性对农业保险公司服务能力也提出了

挑战ꎬ现有的农业保险服务技术已经对农业保险

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ꎬ需要优化提升ꎮ
(３)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存在缺陷ꎮ 我国农

业保险政策实施较晚、经验不足ꎬ近年来农业保

险政策虽有调整ꎬ但仍存在诸多缺陷ꎬ如补贴品

种单一性及地域因素导致的补贴差异明显降低

了农民的参保意愿ꎬ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ꎮ 加

快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是实现乡村“产业兴

旺”的有效途径ꎬ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农业保险

发展所面临的需求端增加、供给侧缺乏以及补贴

制度不完善等问题ꎮ
关于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以下几个方面:(１)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的构

想ꎮ ２００５ 年唐金成提出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

系的设想ꎬ阐明分层次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政

策性农业保险制度ꎬ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

种ꎬ对实现农业保险的合理发展有重要意义ꎻ〔４〕

２００７ 年叶蜀君等人提出通过构建农业保险政策

支持体系ꎬ为农业保险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运

行环境ꎻ〔５〕２０２０ 年郭江华等人从农业保险的需

求、供给、补贴三个角度讨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

系构建思路ꎮ〔６〕 (２)农业保险制度的经验借鉴ꎮ
周县华等人通过分析中美两国种植业保险产品

的差别ꎬ说明中国的农业保险产品并不能满足国

家发展的需要ꎬ要研发不同保障水平的保险产

品ꎬ来满足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ꎻ〔７〕 张宏志通过

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的农业保险特征ꎬ揭示出中国

农业保险仍停留在大规模、增速度与扩险种的低

层次ꎬ进而提出应建立完备的农业保险体系ꎬ实
现中国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ꎻ〔８〕叶朝晖在分析全

球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的基础上ꎬ对我国农业保险

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ꎬ并提出建立多层次农

业保险体系应明确界定我国农业保险的目标ꎬ制
定农业保险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ꎮ〔９〕 (３)多层次

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ꎮ 朱俊生研究提出普惠性

农业保险体系ꎬ农业生产者可以选择基本风险保

障的农险产品也可以选择高保障型产品ꎻ〔１０〕 张

鹏则提出构建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ꎬ即主

粮作物“基本 ＋ 补充”的农业保险ꎬ为脱贫攻坚

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保障服务ꎻ〔１１〕 吴东立

等人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农业保险制度

的演变轨迹进行分析ꎬ提出建立健全农业风险保

障体系以及面向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层次农业保

险产品体系ꎮ 上述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ꎮ〔１２〕

安徽省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区ꎬ全省

耕地面积 ４３３ 万公顷ꎬ土壤肥沃ꎬ适合水稻、小
麦、玉米、大豆等多种农作物的生长ꎮ 作为重要

的粮食主产区和 ６ 个粮食调出省份之一ꎬ安徽省

常年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

较高ꎬ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同

时安徽省也是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ꎬ政府高

度重视农业保险工作ꎮ〔１３〕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安徽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保险

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ꎬ明确提出构建多层次农

业保险体系ꎮ 各地及相关部门积极探索ꎬ取得了

较为明显的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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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的路径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政策工具ꎬ我国在实施过

程中其目标已经得到了拓展ꎬ庹国柱等人研究表

明ꎬ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定位主要包

括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控制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产品价格以及实现农业

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等五个方面ꎬ而实现这

些目标ꎬ就需要调整相关农业保险政策ꎬ选择正

确的构建路径ꎮ〔１４〕首先是扩大保险标的的范围ꎮ
当前我国对于农林牧渔标的的保险较少ꎬ根据

“中央保大宗ꎬ地方保特色”的原则ꎬ大多数的农

林牧渔保险产品都要靠地方政府进行补贴ꎬ然而

地方财政资金有限ꎬ使得农林牧渔无法实现保险

产品的全覆盖ꎬ这成为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的极大阻碍ꎮ 其次是创新开发适合实际需求的

保险品类ꎮ 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进程中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增加ꎬ相
比小农户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强的风险意

识ꎬ以保障直接物化成本为主的基础性农业保

险ꎬ与实际农业风险保障需求严重不符ꎬ创新农

业保险品类成为迫切的需求ꎮ 最后ꎬ形成多元化

的保障机制ꎮ 各地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特色ꎬ对保

险模式进行探索创新ꎬ形成多元化的保障机制ꎬ
为当地特色农业收入的稳定性提供强力保障ꎮ
这些路径为我国各省区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

系提供了有效的参考ꎮ
安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农业大省ꎬ迫切需要

发展保险事业为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提供“稳压

器”“保障网”ꎬ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农业保险

高度重视ꎬ经过不懈地实践探索ꎬ已经基本建立

和形成了覆盖大宗农作物生产成本的“基本险 ＋
大灾险(补充险) ＋ 商业险”的三级保障体系和

特色农产品“基本险 ＋ 商业险”的保障模式ꎬ取
得了明显成效ꎬ探索出了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构

建的可行路径ꎮ
(一)走“扩面”之路

从覆盖区域来看ꎬ２００９ 年ꎬ安徽省把政策性

农业保险纳入“民生工程”ꎬ“基本险”实现省域

全覆盖ꎮ ２０１７ 年ꎬ财政部印发«关于在粮食主产

省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的通知»ꎬ提出在粮食

主产省份选取产粮大县ꎬ面向适度规模经营农户

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ꎮ 安徽省选择定远、霍邱

等 １４ 个产粮大县开展为期两年的农业大灾保险

试点工作ꎬ黟县、濉溪县比照执行农业大灾保险

试点政策ꎻ２０１９ 年全省大灾险实施范围扩大到

３５ 个试点县ꎬ新增肥东、肥西、濉溪等 ２１ 个县ꎬ
黟县继续比照执行农业大灾保险试点政策ꎮ

从覆盖面积来看ꎬ２０１８ 年ꎬ安徽省 １４ 个试点

县共投保农业大灾保险 ４７１. ９ 万亩ꎬ综合投保率

达到 ９４. ６％ ꎬ其中包括水稻 ３３１. ５ 万亩、投保率

９４. ５％ ꎬ小麦 １３１. ３ 万亩、投保率 ９４. ７％ ꎬ玉米

９. １ 万亩、投保率 ９７. ６％ ꎬ覆盖超九成规模经营

主体ꎮ
从覆盖品种来看ꎬ安徽省前期政策性农业保

险“基本险”已覆盖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
豆、油菜和能繁母猪、奶牛等品类ꎬ经过数年发

展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又将花生、芝麻、马铃薯和育肥

猪纳入保险范围ꎬ进一步增加了政策性农业保险

补贴品种ꎮ
(二)走“增品”之路

１. 建立大宗农作物标的三级保障体系ꎮ 由

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构成的大宗农作

物均纳入“基本险 ＋ 大灾险 ＋ 商业险”三级保障

体系ꎮ 其中ꎬ基本险坚持“保大宗、保成本”的基

本要求ꎬ突出基础性、普惠性的特点ꎬ保额按照

“直接物化成本”确定ꎬ保障对象为全体农户ꎻ大
灾险则适用于承保面积为 ５０ 亩以上的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ꎬ
其保额按照“直接物化成本 ＋ 地租成本”确定ꎮ
“基本险”和“大灾险”均属于政府支农惠农的政

策性农业保险ꎮ “基本险”保额为水稻 ４０６ 元 /
亩、小麦 ３６７ 元 /亩、玉米 ２８２ 元 /亩ꎻ“大灾险”保
额进一步提高到水稻 ８００ 元 /亩、小麦 ６５０ 元 /
亩、玉米 ５５０ 元 /亩ꎬ水稻、小麦、玉米保险费率分

别为 ６％ 、４. ５％ 、６％ ꎮ 以水稻为例ꎬ其“基本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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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为 ２４. ３６ 元 /亩ꎬ“大灾险”再增加 ２３. ６４ 元 /
亩ꎬ总保费达到 ４８ 元 /亩ꎬ其中各级财政补贴保

费的 ８０％ 即 ３８. ４ 元 /亩ꎬ农户自缴保费的 ２０％
即 ９. ６ 元 /亩ꎮ 此外ꎬ商业险是在基本险和大灾

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农产品进行保险ꎬ其保险

金额、费率由各地与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市场化原

则并商ꎬ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决定是否对保费予

以财政补贴ꎮ 以滁州市为例ꎬ其对商业险保费财

政补贴 ２０％ ꎬ农户需自缴保费的 ８０％ ꎮ
２. 形成特色农产品“基本险 ＋ 商业险”的保

障模式ꎮ 特色农产品“基本险”是由各地根据实

际情况自行确定ꎬ对于投保率(投保规模占当地

种养规模的比例)达到 ３０％ 以上的ꎬ安徽省财政

按照保费的 ２５％ 给予奖补ꎮ 如枞阳县将蛋鸭、
茶叶、大棚蔬菜、牡丹、小龙虾、淡水养殖、肉羊、
莲藕等纳入地方特色农产品标的投保ꎬ农户仅需

承担保费的 ２０％ ~ ２５％ ꎬ其余费用由市、县财政

共同补贴ꎮ
３. 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ꎮ

２０１９ 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

险试点工作的通知»ꎬ安徽省按照通知要求ꎬ在和

县、东至县、太湖县和宿松县面向规模经营主体

和小农户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ꎬ保险金额

为 １０００ 元 /亩ꎬ覆盖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

和土地成本等农业生产总成本ꎬ保险费率为

６％ ꎬ保费 ６０ 元 /亩ꎬ由市以上财政补贴达 ７０％即

４２ 元 /亩ꎬ农户自缴保费为 ３０％即 １８ 元 /亩ꎮ
(三)走“提标”之路

实践经验证明ꎬ农业保险的“提标”ꎬ即由单

一的基本险提升到多层次农业保险ꎬ能够大幅度

提升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ꎮ
１. “提标” 能够有效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

险ꎮ 农业保险的具体赔付金额是根据农作物实

际减产的幅度来确定ꎬ各类种植业险种的起赔点

一般为受损减产的 ２０％ ꎬ减产幅度越大ꎬ则保险

公司赔付金额越高ꎮ 相关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安

徽省 １４ 个试点县保险经办机构赔付 １. ５３ 亿元ꎬ

简单赔付率达 ７６. ４％ ꎬ有效分散了农业经营主

体的生产经营风险ꎮ
２. “提标”能够有效化解大灾等造成的系统

性风险ꎮ 农业保险在干旱、水灾、疫病等巨灾后ꎬ
可以及时对农户进行经济补偿ꎬ快速恢复农业生

产ꎬ保障农户的基本利益ꎮ 例如 ２０１８ 年宿州埇

桥区受台风“温比亚”等恶劣气候影响ꎬ当地遭

遇严重的洪涝灾害ꎬ国元保险公司定损赔付约

８４００ 万元ꎻ２０１９ 年枞阳县持续干旱ꎬ国元保险公

司共承保秋季作物水稻、棉花、玉米、大豆等 ５３. ３
万亩ꎬ定损理赔金额 ８８７. ８９ 万元ꎮ 多层次农业

保险体系的构建为当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搭建

了有效保障网ꎮ
３. “提标”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保障机制ꎮ

安徽省内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ꎬ对保险模式

进行了探索创新ꎮ 比如ꎬ２０１８ 年池州市贵池区

国元农业保险公司与中国渔业互助保险协会签

订共保协议ꎬ初步形成“互助保险 ＋ 商业保险”
模式ꎬ双方通过合作建立了水产养殖风险保障体

制ꎬ较大程度上分解了农业保险经营风险ꎬ降低

了保险公司在重大灾害年份的赔付压力ꎬ并为当

地特色渔业生产和渔民收入的稳定性提供了强

力保障ꎮ 目前贵池区秋浦花鳜、皖南小龙虾等特

色农产品均已纳入共保范围ꎬ促进了当地特色农

业的快速发展ꎬ实现了农民增收ꎮ

三、安徽省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面临的瓶颈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ꎬ２００３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

保险制度ꎻ２００７ 年将农业保险费补贴列入政府

财政预算科目ꎻ２０１３ 年第一部«农业保险条例»
的实施ꎬ使得我国农业保险进入规范发展阶段ꎻ
２０１６ 年农业保险被列入 “十三五” 规划纲要ꎻ
２０１７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在粮食主产省开展农

业大灾保险试点的通知»ꎬ面向适度规模经营农

户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ꎬ创新农业救灾机制、
完善农业保险体系ꎻ２０１８ 年财政部联合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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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印发«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ꎬ探索完善市场化

的农业生产风险分散机制ꎬ推动农业保险转型升

级ꎬ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ꎮ
农业保险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ꎬ既受到农

业保险市场自身的约束ꎬ也对政策环境有着较强

的依赖性ꎮ〔１５〕 当前安徽省农业保险保障广度在

拓展ꎬ但保障深度仍须进一步挖掘ꎬ多层次农业

保险体系构建仍然存在较多瓶颈制约ꎮ
(一)农业保险公司存在服务能力不足瓶颈

农业风险的多变性与系统性对农业保险经

营技术提出较高的要求ꎮ 当前农业保险经营技

术发展缓慢ꎬ勘灾定损难度大、理赔周期长、人力

成本高、易起争议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保险健康发

展的主要瓶颈ꎮ 其技术落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１. 技术人才短缺ꎮ 农业保险经营涉及农业

经济管理、商业保险、农业财政预算、农业气象、
农田水利、畜牧兽医等多个学科ꎬ当前农业保险

公司严重缺乏核保、理赔、精算等技术型人才和

管理、营销、培训等复合型人才ꎮ 特别是特色农

业保险涉及数百个品种ꎬ需要相关专业知识ꎬ而
农业保险公司专业能力有限ꎬ缺乏专业技术人

才ꎬ难以提供对应的防灾减损和理赔查勘服务ꎮ
２. 勘灾定损技术缺乏ꎮ 农业保险涉及的农

产品种类较多ꎬ覆盖的地域范围较广ꎬ保险公司

需要抢抓时间完成验标、勘灾、定损等一系列工

作ꎬ特别是当短时间、大面积出险时ꎬ更难以同时

开展查勘定损工作ꎬ导致农户满意度降低ꎮ 更甚

者出现个别参保农户虚报受灾情况ꎬ对保险公司

查勘受损面积带来较大阻碍ꎬ延误赔偿时间ꎮ 此

外ꎬ由于部分农作物保额提高ꎬ少数农户把政府

支农惠农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当成了旱涝保收的

“铁饭碗”ꎬ对定损理赔提出不合理的要求ꎬ违背

了政策的初衷ꎮ
３. 费率厘定技术不足ꎮ 农业生产受自然的

影响非常大ꎬ根据多地保险公司反映ꎬ农业保险

基本无利润可图ꎬ尤其是发生大面积灾害后ꎬ保

险公司赔付能力明显不足ꎬ难以全部按照合同约

定进行赔偿ꎬ农户得不到足够的补偿ꎬ导致投保

积极性降低ꎮ 如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宿松县政策性农

业保险种植业保费收入分别为 ２７３０、２７１０、２６６０
万元ꎬ赔付金额分别为 ７２５９. ４、１８１６. ７、１７１４. ５
万元ꎬ赔付比例分别为 ２６５. ９％ 、６７. ０％ 、６４. ５％ ꎻ
２０１８ 年寿县特色农产品保险标的赔付金额为

７００ 多万元ꎬ赔付比例高达 ２００％ ꎮ
(二)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参保意识不强瓶颈

意识决定行为ꎬ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认知极

大程度上决定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ꎮ 安徽省农

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ꎬ农户对农业保险的

认知程度较低且普遍存在误解ꎮ〔１６〕 投保数量少ꎬ
保费收入低ꎬ无法很好地体现保险的“大数法

则”ꎬ保险效果达不到期望值ꎮ 当前安徽省内农

业保险正处在全面推广阶段ꎬ大多数农户对农业

保险知晓度逐渐提高但满意度较低ꎮ 究其原因

还是农户对于农业保险“两低一广”即“低保障、
低保费、广覆盖”的政策了解不全面ꎬ造成农户对

保险赔偿金额的期待值较高ꎬ与实际拿到的赔偿

款形成落差ꎬ影响农户持续投保的积极性ꎮ 如

２０１８ 年淮北濉溪店孜村小麦大面积减产ꎬ保险

公司最终的赔付标准为每亩 ６７ 元左右ꎬ这与每

亩小麦当年直接投入 ４００ 元左右有明显差距ꎬ引
发农户极大的不满ꎮ 此外ꎬ传统农户依旧存在

“靠天吃饭”的惯性思维ꎬ抱有侥幸心理ꎬ认为投

保如果没有灾害ꎬ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ꎬ参
保意识不强ꎬ造成农业保险的推广受到阻碍ꎮ

(三)部分险种存在可持续发展不足瓶颈

在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的过程中ꎬ部分

保险种类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ꎬ其中“商业

险”和特色农产品保险尤为突出ꎮ
从商业险看ꎬ一方面大宗农作物基本险和大

灾险已基本覆盖农户种植成本ꎬ若再叠加商业保

险ꎬ较高的赔偿标准使保险公司产生惜赔意向ꎻ
另一方面商业险是对基本险和大灾险的补充ꎬ农
户自缴保费部分的比例较高ꎬ农户尤其是种粮大

户购买商业险的积极性不高ꎮ 如宣城市宣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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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险”保费的补贴为 １０％ ꎬ而农户因保费

补贴标准低ꎬ投保的积极性并不高ꎬ这就造成了

大宗农作物商业险农户不愿投ꎬ保险机构不愿保

的局面ꎮ
从特色农产品保险看ꎬ特色农业保险涉及品

种较多且保险公司缺乏定损技术ꎬ损失界定较为

困难ꎬ技术难度大ꎬ投保数量少ꎬ保费收入低ꎬ保
险公司面临的风险和理赔压力较大ꎮ 以定远县

的特色农产品保险小龙虾项目为例ꎬ由于小龙虾

投放和捕捞没有固定时节ꎬ在一定时期内存在随

投随养随捞的情形ꎬ最终产量难以核算ꎬ且小龙

虾受灾时死亡的龙虾都沉在水底ꎬ无法准确定

损ꎬ使得农户和保险公司双方产生矛盾ꎬ特色农

产品保险业务在开展两年之后就被迫取消ꎮ

四、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的对策建议

随着农业保险的发展ꎬ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

模迅速增长ꎬ稳居全球第二ꎬ仅次于美国ꎬ但是相

比发达国家实现针对不同农业保险目标ꎬ建立创

新性强、覆盖范围广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而

言ꎬ我国在保障水平、保费补贴和保险产品的开

发上都有待加强ꎬ这也暴露出我国农业保险市场

效率不高等问题ꎮ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还仅限于

扩大规模、增加速度等低层次水平ꎬ推动我国农

业保险由量到质的飞跃是构建我国多层次农业

保险体系的重要任务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份ꎬ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

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ꎬ提出一方面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改革试点ꎬ
在增强农业保险产品内在吸引力的基础上ꎬ结合

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ꎬ稳步扩大关系国计民

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保险覆盖面ꎬ另
一方面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优势特色农产品

保险ꎬ逐步提高其占农业保险的比重ꎮ 安徽省目

前正在着力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

应基地ꎬ应牢牢把握战略机遇ꎬ加强政策引导和

服务保障ꎬ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ꎬ加快构建

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ꎬ更好地满足“三农”领域

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ꎮ
(一)完善农业保险技术ꎬ提升保险公司服

务能力

首先要提高农业保险抵抗风险能力ꎮ 一方

面ꎬ保险公司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ꎬ政
府要推行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ꎬ组织国内具有再

保险经验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进行分

保ꎬ分散农业保险风险ꎬ有效防范化解巨灾风险

和超赔风险ꎮ 在全省推广庐江县“政府 ＋ 银行 ＋
保险”风险共担机制和池州市贵池区的“互助保

险 ＋ 商业保险”共保经验ꎬ切实提高农业保险风

险抵抗能力ꎮ 另一方面ꎬ鼓励省内各地因地制宜

地建立损失核定委员会ꎬ督促保险机构做到惠农

政策、承保情况、理赔结果、服务标准、监管要求

“五公开”ꎬ做到定损到户、理赔到户ꎬ不惜赔、不
拖赔ꎬ切实提高承保理赔效率ꎮ 以此强化保险公

司理赔服务能力ꎬ提升农户投保积极性ꎮ
其次要健全科学、精准、高效的查勘定损机

制ꎮ 一方面ꎬ借助农业遥感技术ꎬ运用无人机收

集承保区内农作物生长状态信息ꎬ准确计算实际

受灾面积ꎬ确保灾害查勘定损的精准、快速和高

效ꎮ
再次要加强农业保险人才培养ꎮ 随着农业

保险体系的逐步建立ꎬ对于高素质的农业保险人

才需求扩大ꎮ 因此ꎬ以提高乡(镇)、村协保员队

伍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为重点ꎬ开展政策知识、农
业专业知识、定损沟通等职业技能培训ꎬ有效扩

充农业保险人才ꎮ 此外ꎬ建立健全对投保理赔农

户的回访抽查和监督监管机制ꎬ为农业保险的顺

利发展提供群众基础ꎮ
(二)提升农业经营主体保险意识ꎬ推动农

业保险快速发展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宣

传力度ꎬ通过发动乡镇保险服务站人员、村级协

保员等上门入户ꎬ借助广播、宣传手册、网站、短
信、微信等多种形式ꎬ重点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大宗、保成本”的基本要求和基础性、普惠性

的功能定位ꎮ 另一方面要结合农业具体产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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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重点推介保险种类、保费金额、理赔条件、理
赔标准、理赔过程等ꎬ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

保险的认知度ꎬ激发农户投保意愿和热情ꎬ努力

扩大保险覆盖面ꎬ力求普通农户实现“愿保尽

保”ꎬ规模经营主体全部投保ꎬ以此推动农业保险

的快速发展ꎮ
(三)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ꎬ优化农业保

险财政支持方式

当前ꎬ各地农业保险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是保

障水平仍以种子、化肥等直接物化成本为主ꎬ与
农业生产的实际成本相差甚远ꎬ这使得农户投保

积极性降低ꎮ 破解这一难题ꎬ关键要紧紧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ꎬ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

成本变动ꎬ建立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动态调整机

制ꎬ不断增强农业保险产品的内在吸引力ꎮ 一方

面要积极争取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范围ꎬ３５
个试点县(区)之外的其他产粮大县(区)可比照

执行农业大灾保险试点政策ꎬ省市县三级财政予

以补贴ꎮ 另一方面在目前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涵

盖直接物化成本和地租成本的基础上ꎬ通过探索

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ꎬ适时推广到

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ꎬ充分保障农户的

物权收益和劳动力收益ꎬ提升农户投保积极性ꎬ
促进农民增收ꎬ助力乡村振兴ꎮ

此外ꎬ财政补贴作为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主

要方式ꎬ对于农业保险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ꎬ尤其是商业险作为大宗农作物三

级保障体系的最后一级ꎬ对于构建多层次农业保

险体系有着重要影响ꎬ但当前“商业险”政府补

贴部分较低ꎬ农户自缴部分较高ꎬ使得“商业险”
的发展受到阻碍ꎮ 因此ꎬ优化农业保险的财政支

持方式ꎬ合理确定保费补贴标准ꎬ才能调动保险

机构的承保意愿和农户的投保意愿ꎬ推动“商业

险”的可持续发展ꎮ
(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

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区域性ꎬ各县区政府应

统筹规划ꎬ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布局区域化ꎬ根据

自身资源、地理和环境等条件ꎬ发展各具特色且

有一定规模的农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ꎬ形成优

势农产品产业带ꎮ 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补贴办

法ꎬ省财政补贴可以适当降低对于投保率(投保

规模占当地种养规模的比例)的要求(目前是

３０％ )ꎬ市县级财政要合理确定保费补贴标准ꎬ以
保证农业保险公司财务收支基本均衡和农业保

险费率降到普通农户可以承受的水平ꎬ调动保险

机构承保和农户参保的积极性ꎬ推动特色农产品

保险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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