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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对分

散农业生产风险、稳定农业生产起到

了“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但是，由于其

在承保、查勘、理赔 等方面具有复杂

性，加 之 又 是一项新的工 作，因此 还

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一是保费收缴工作量大、成本高。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缴涉及农户数

量大、参保 种类多，如 安徽 省就有水

稻、玉米、棉花、油菜、小麦、能繁母

猪、奶牛等，都要一季一次、一家一户

地上门收缴。而农民受传统“ 靠天吃

饭”思想的束缚，保险意识淡薄，加上

农村土地经营分散，家庭农业生产规

模小、品种单一、经济总值不高，保险

额度又低，农民自觉交纳的占比重很

小，保 费收缴都要镇乡、村干部一起

上门，多次做工作，而且外出务工人员

较多，经常找 不到保 费收缴对象，有

时征收成本比保费还高。比如 安徽省

宣城市贾公 村 2008年开展政 策性 农

业保 险 试点工 作，为完成中、晚稻 保

费收缴任务，召开了村民组长、村民代

表共 70多人参加的动员会，每人补助

10 元误工 费，加上烟茶等花费 1000 多

元；每个村民组上门收费补助误工 费

50元，26 个村民组花费 1300元，仅保

费收 缴就花费 3000 多元，结果只收了

7000多元保费。

二是赔付标准较低。根据安徽省

规定，如小麦亩产绝收，在苗期受灾农

户可获104元 /亩的保险赔款，成熟期

可获 260元 /亩赔款，部分损失的，将

在小麦成熟时测算差额损失，确定保

险赔 偿金额。去冬今春，安徽省因干

旱造成农业直接损失已近 16亿 元。国

元 农业保 险公 司已按 104元 / 亩的保

险 赔 偿标准将 2.4万元的赔付款发放

至 50 多位受灾农户手中。但 与损失相

比，2.4万元的赔付显得杯水车薪。面

对灾情，绝大多数投保农户只能望“险”

兴叹。

三是理赔工作规范操作难。由于

参保 农户面宽量大，灾情发 生后，保

险经办机构受时间、精力、经费等方面

限制很 难完全按保险合同进行大面积

的现场查勘理赔，也不可能短时间内

一户一户地核实、一块田一块田地计算

和认 定，更不可能让农民保护好受灾

现场，然后一家一户查勘受灾程度确

定赔付标准。加上种植业受土壤、管

理、气候、种子、肥料等因素影响，保

险 双方又缺乏合理的损 失鉴定标准，

使得通过查勘来分别确定赔付标准无

法实现。最后只 能根据报灾和受灾情

况，确定赔付数额。如 2008年是风调

雨顺之年，宣州区根据各乡镇办事处

报灾和实际损失情况确定了赔付数额，

并将赔 付款 划拨 到各 乡镇。据 调查，

各乡镇一般都根据保费收缴情况确定

统一的赔付比例，将赔付款分解到村。

大部分村不论受灾轻重，都按 统一比

例给投保农户以“补偿”式的赔付。这

种赔付 方式对那些受灾严重、真正需

要重点救助的农户难以起到保障作用，

同时，也违反了保险合同。

各级 政府和保险机构应着力解决

上述问题，不断完善农业保险 制度体

系，逐步建立起持续长效的农业保险

制度，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组建专门机构行使政策性农

业保险职责。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

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

要协调多方利益，单靠某一职能部门

难以 完成。因此，组建专门机构，指

导和协调农业保险的发展非常必 要。

建议中央成立由保监会、财政部、农

业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的政策

性 农业保 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订

农业保险政策，确定政策性保险的作

物种类、保险责任、险 种的标准条款

和参考费率，确定中央对各省份政 策

性农业保险的开展进行财政支持的额

度和方式，包括确定保险 费和经营管

理费用的补贴 方式以 及提供再保险的

方式，对政策性农业保险 经营机构的

设 立和运作加 强监管。开展政策性 农

业保险 试点工作的省、市、县也要成

立相应的领导机 构和办事机构（农险

办）。各地农险 办要在充分掌握 本地

实情的基础 上，合理预 计承保数量、

制定方案、编排工作计划、细化 工作

步骤、抓好组织落实。

二是 完善乡村服务网络，做 好保

险服务。各保险公 司可在有条件的乡

镇建立营销服务部，或者通过整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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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社会资源等方式，建立起有效的

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切实将农业保险

的服务关口 前移到涉农的第一线，使

农民在防疫咨询、投保 服务、灾后理

赔时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保险服务。保

险机构要吸收懂保险、懂农业、懂 气

象、懂动植物病虫害等方面的专业人

才，尤其是多种学科的专业化复合型

人才加入到保险业队伍，充实到乡镇、

村一级的工作网络中；可以 聘请有较

高威信和素质的乡镇退休干部、教 师

等人员，通过统一的培训、考试，组建

起农村代理队伍 ；可以依靠农村基层

组织，充分发挥乡村干部、农业技术

人员技术强、情况明、农业熟的优势，

建立相应工 作网络，确 定协 保 员，委

托他们具体抓好本乡镇、村的政策性

农业保 险工作，并制定奖励 政 策，年

终对每个协保员从 宣传发动、参保总

量、参保比 率、赔 付比 率、防 灾减灾

措施、化解矛盾机制等方面进行考核，

结合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报酬。

三是修改 完善条款，使之便于操

作。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广泛的市场调

研，在征 求各方意见并深入分析的基

础上，修改 完善现有的政 策性 农业保

险 试行条款，避免出现具体经办人员

难操作的问题，使之更加科学、合理，

更具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如 安徽省规

定小麦、油菜保费农民每亩负担 2.08

元就 没有充分考虑可操作性问题，因

为分币已很 少使 用，具体 经办人员在

收 缴过程中，如 果按 每亩 2.1 元 收取 ，

怕农民举报 多收 ，增加 农民 负担；如

果按每亩 2 元 收取 ，在没有报 酬的情

况下，还要自己贴 钱。同时，修改保 险

条款 时应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

体现灵活性、适用性 和多样性，条款

设计应简洁明了，让农民一目了然。

四 是改 变保费收缴方式，减少工作

量，降低成本。根据各险种的特点，改

变保费收缴模式。养殖业如 能繁母猪

等家禽家畜可委托畜禽防疫员代收代

缴；种植业可根据种植模式，改每季

收缴为一年一次收缴，即可以 在年初

上门，根据农户种植模式一次性收缴保

费，如 一油（麦）一稻 种植模式，可以

在收缴油（麦）保费时预收水稻保费。

五 是及 时勘查，准确定损，合理

理赔。为规范理赔工作，建议保 监会

与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制定《 政 策性

农业保险 理赔实施意见》，各省保 监

局与财政厅、农业厅也要根据本省的

实际 情况，联合制定《 政 策性 农业保

险理赔实施 细则》，明确政 策性 农业

保险的理赔机构、赔偿处理办法和纠

纷解决机制等内容。保险 机构应制定

规范的理赔服务流程及工作标准，对

定损办法、理赔 起点、赔偿处理等具

体问题做出规定。同时，为适应政 策

性 农业保险 定损理赔 面广量大、技术

要求高的特点，建议市、县（市、区）成

立由财政、保险、农业、气象等部门专

家和龙头企业代表、投保农户代表组

成的“查勘理赔定损专家小组”，负责

指导乡镇理赔工作、对重大保险责任

进行鉴定、对有异议的保险 事故进行

复勘。乡镇由协保员和乡村干部、农

技人员组成相对稳定的查勘理赔定损

小组，切实做 好农险 现场查勘、责任

界定和定损理赔工作。在查勘定损方

面，要运用科学方法，提 高查勘定损

效率和质量。农户报 灾后，乡镇查勘

理赔 定损小组人员要及 到现 场查勘，

协保员要对查勘能确认的损失情况记

录在册，并要求农户签章确认。对于

大范围的种植业损失，一般 采用自报

和核查相结 合的方法来确定损 失面

积，采用抽样法来确定损失程度，根

据农作物具有恢复生长能力的特性 采

取二 次或多次查勘定损方法最终核定

损失；对于养殖业，采取以畜禽的重

量或养殖期等为标 准的分类清点法，

确定损失数量和程度。此外，保险 机

构要充分利用气象信息等资源，通过

天气预报、灾害预测等服务，加强引导

农户对各 种自然 灾害和 疾病的防 控，

防止 和降低 发 生风险 的机 率；制定

奖励 政 策，对已发生自然灾害和疾病

而积极主动采取必要、合理的补救措

施，对减少损失的农户以 及多年参保

但 未发 生灾害的农户给予一定奖励，

进一步调动农户参保防损积极性。

（作者单位 ：安徽 省宣城市宣州

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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