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聚焦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与思考

浙江省温岭市财政局

随 着农 业 结 构的 调 整，设 施 农

业、规模农业的发展，农业投入越来

越大，风险也就越来越高。建立政策

性农业保险 制度，是政府支持农业的

重要举措，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重要

手段，对规 避农业 生产风险，增强防

灾抗灾能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增

加 农民收 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浙江省政 策性 农业保 险 的 12 个

试点县市之一，2006 年，温岭市按照

“政 策性保 险，商业化运作”的模式，

坚持“低保 费、低保障、能接受、能承

受”的原则，采取““保 大灾、保大户”的

思路，开展了水稻、大棚西瓜（蔬菜）、

生猪、鸡、鸭等 5 个品 种的政 策性 农

业保险 试点。在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下，经过认 真组 织 实施，

不断探索创新，发展 态势良好，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

1.建立组织，加强领导。市政府

专门成立了政 策性 农业保险 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镇、街道建立相应的组 织

机构，并成立由农村工作指导员、农

技人员组成的农险 协调组，确 定1—2

名联 络员，加 强农险 的联 系、指导和

服务。针对种、养殖业的实际，成立了

市种养殖业核损理赔 专家小组，负责

重大理赔 纠纷的技术裁定和争议调

处。市人保公 司抽调骨干力量办理农

险业务。市政府把政策性农业保险 试

点作为重要工 作来抓，列入镇、街道

年度目标责任 制考核。健全的组织网

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 试点工作提供了

组织保证。

2.调查摸底，制定方案。为了及时

了解农户参保情况和思想动态，分别

召开了各种类型的种养殖 大户、农技

人员座谈会，以 及 农办主任、分管农

业镇长（主任）会议。一方面宣传讲解

政 策性 农业保险 重要性 和有关条款，

另一方面听取各方的意见，调查统计

参保 情况，将收集的建议及 时反馈给

省农险 协调办。在此基础上，经过反

复酝 酿讨论，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开展

政 策性 农业保 险 的实施意见 》，同时

制定了《 政 策性 农业保 险 大面积灾害

理赔工作预 案》。市财政安排专项 资

金 250 万元 用于政 策性 农业保 险。有

了政 策和资金的保障，政策性 农业保

险 试点工作得到有序开展。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政 策性

农业保险 是新生事物，也是利国利民

的大好 事。要让 农民了解、熟悉、接

受，使 之成 为实际 行 动 需要 一个过

程。为此，温岭市充分利用新闻媒体

和大小会议，大力宣传政策性 农业保

险 的意义、作用和好 处，使 广大农民

全面了解农业保 险 信息，增强参保意

识。市农险协调办编印 3000 多份宣传

画和 2500 多本宣传册发放到户；市人

保 公 司深入镇、街道、村宣传保险知

识，详细讲解有关条款，并对复杂条

款归纳简化，印制成通俗易懂、一目了

然的险 种一览表，便于农户掌握。广

泛深入的宣传发动，使政策性农业保

险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 而激发了广

大农户的参保积极性。

4.组织力量，开展投保。市人保

公 司精心组织、合理安排、规范运作、

有序推进，积 极办理农险业务，并深

入镇（街道）、村、农户、田头，做到边

宣传、边解释、边办理，深受广大农

户的欢迎。全市共办理农险业务1260

笔，保费收入456.2万元，保额 4966.5

万元，占全省农险总保费的 26.7% 。特

别是 大棚西瓜险 种参保踊跃，热情高

涨，投保 639 笔，面 积 1.29 万 亩，保

费收 入 207.15万元，占全市总保 费的

79.54% 。

5.准确定损，及时赔付。2006年，

受第 4号强热带风“ 碧利斯”的影响，

温岭农业尤其是 大棚 西瓜（蔬 菜）受

灾严重。灾情发 生当天，市里 立即召

开理赔专家小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

议，研究定损标准，市人保 公 司马上

组织 50多名业务人员，出动 20多辆车，

分成 3 个组分赴全市各地，省人保 公

司派人援助，开展受灾核损，仅 用 3

天时间定损完毕。全市受灾参保 农户

692户，直接 造成经 济损 失1269.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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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时上报省农险 协调办。由于“碧

利斯”属强热带风暴，按保险 条款规

定，构不成赔偿责任。鉴于这次 温岭

受灾严重的实际，省农险 协调办同意

以“保险 施救”的方式给以 适 当补助，

544.5万元补助款 及时足 额发放到户。

目前，全市共办理农险报案 752件，已

赔付（包括补助）556万元，受益户669

户，参保农户尝到了甜头。

在温岭农业 生产史上，曾出现过

数次品 种单一的农业保 险，都是昙花

一现，主要原因就 是农业保险“低保

额、低 收费、低 保 障和高风险、高成

本、高赔付”“ 三 低 三 高”的特性，令

保 险公 司望而却步。这次政 策性 农业

保 险 不同于纯粹的商业性保 险，由于

起步晚、基础薄、整体 水平不高，在

试点工作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1.风险大。农业保 险是一种收费

低、风险 大、赔付高的险种，承保的对

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面临的种类多

且各种自然灾害、重大疫病突发不可

预 测，保险公 司在技术上难以 回 避风

险。尤其是自然灾害具有共变性，在遭

受巨灾时，覆盖面大、损失集中，赔付

自然高于其他险 种。这次政策性 农业

保险 试点，经营时间暂定为三年，正

常情况下不成问题，会继续运转，若

碰到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赔付超过临

界点，共保体和政府补贴难以 承受时，

能否持续经营，也是广大农户普遍担

心的问题。农业保 险 开办并不难，难

的就是如 何保 持生命力，实现可持续

发展。

2.费率高。农业是个多风险 的产

业，存在地域的广泛性、空间的分散

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造

成农险 的高成本性，这就决定了农险

的高费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保险公

司不可能在亏损的前提下来满足 农民

的低 费率需求。农民想投保但交不起

钱，农民能接受的保险公 司又赔不起。

高赔付导致了农业保 险 的高保 费，而

高保 费又令更多农民买不起保 险，这

始 终成为一对不可逾越的矛盾。就 这

次政 策性农业保险的条款 而言，有的

条款 费率定得偏 高，影响了农户参保

的积 极性。此 次 列入试 点的鸡品 种，

每只 鸡保 费 0.36元，投 保 100 万 羽，

需支付保费 36万元，养鸡户望而兴叹。

全市至今只 参保 2户，数量 35.8 万 羽，

保费 10.14万元。

3.险种少。作为农业 大市的温岭，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属西风带和副热

带交汇地区，造成气候 多变，灾害性天

气频发，台风是全市最主要的农业 气

象灾害，给温岭农业 造成了严重的损

失，广大农民对农业保 险有强烈的愿

望。但 此 次试点参保 险 种只 有水稻、

大棚西瓜等 5 个品种，作为主导产业的

果蔗、大棚 葡萄、梨等未列入此 次试

点，农户希望增加 参保 险 种的呼声很

高。

4.条款严。条款制定得科学合理

与否，直接影响到参保 率。这次政 策

性农业保险 试点制定的条款对参保 农

户来说，有的门槛 太高，要求过严。有

的条款费率定得偏 高，有的条款订得

不 甚合理，有的条款缺乏科学依 据，

也不 同程 度影响了农户的参保热情。

如 水稻 受灾后按植株死 亡绝收 比例

来赔付，农户得到赔偿的可能性 几 乎

没有。据了解，水稻遭受洪涝灾害，受

淹 4—5天，不会出现植株死亡，只能

降低产量。又如 台风确定在 12 级 及以

上属理赔范围。一般情况，钢架大棚、

竹棚的抗 风能力在 8—9 级 ，超过 10

级 就会损坏，10—11 级的损 失，农户

就无 法得到赔偿。再如 受灾后 鸡死亡

数量在实际 存栏数 5% 以 内免赔 并不

合理，因为温岭草鸡已有多年饲养历

史，管理经验基本成熟，一般损 失不

会超过这个数字。参险的畜禽类产品，

只保动物，不保 配套的基础设 施，条

款不够全面。

5.定损难。农业是自然再生产的

产业，参保 对象是种养殖业，分布范

围广，品 种搭配多，生产时间参差不齐，

发生病虫害复杂，技术要求相对较高，

给定损理赔 带来一定的难度。一旦 发

生灾情或巨灾，不像 其他 险 种那样容

易定损。保险公 司大都从 事商业化 保

险，涉足农业性保险甚少，专业技术人

员缺乏，力量薄弱，在业务操作上带

来一定的难度，往 往 容易发生纠纷争

执。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 保

险 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

险，《 农业 法》没有具体的法律规 定。

农业保 险 法律的明显滞后，导致农业

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不可避免。这些因

素的存在，势必 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

给定损理赔造成了严重阻碍。

经过两年来的实践，温岭市政 策

性 农业保 险有了良好的开端，取得了

一定的示范效应，但 与农户的愿望相

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要 坚持从

当地的实际出发，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进一步创新思路，加 大工作力度，

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政策性 农业

保险的发展步伐。

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参保意识。

开展政 策性 农业保 险，深入宣传，广

泛发动，营造氛围至关重要。农业保

险 是农民增收的护身符，农业 增效的

一张安全网，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保

护伞。各级 和有关部门要把政 策性 农

业保 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充分

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开展

宣传，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发

动，讲清农业保 险 的作用意义，讲透

有关险 种条款，讲明责任利益，使 广

大农户进一步了解农业保 险。通过宣

传调动农户投保积极性，提 高农业保

险的覆盖面和参保 率，推动政 策性保

险更快更好的发展。

2.加大扶持力度，增加农险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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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 险是准公 共产品，政府在推进

政 策性 农业保险 中责无旁贷。各级 政

府要按照 W TO 规 则所允许的“绿箱政

策”，实行倾斜政 策，加 大投入力度，

建立农业保障机制，提 高农业抗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改 变过去财政补贴目

标的短期性、补贴 方式的模糊性 和补

贴对象、数额的随意性，建立健全财

政对农业补贴的长期和稳定机制。坚

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以 工

促农、以 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把 农业

保险与农业项目扶持、农村信 贷资金

有机地结合起 来，实行政府政 策性 支

持，加 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投入力度，

拓展试点范围，扩大参保险种。

3.加强协调管理，开展指导服务。

政 策性 农业保 险 是政府推动和市场

化 运作相结合的保 险模 式，不同于商

业性保 险，且 政策性 强，涉及面广，时

间要求紧，定损理赔难度大，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 程。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

门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认真负责

的态度，明确职责，通力协作，密切 配

合，形成合力。要 依 托 镇村 两 级 ，发

挥农村工作指导员、驻 村干部、农技

人员的作用，共同做 好 政 策宣传、风

险 防 范、现 场勘查、责任界定、定损

理赔 等工作，并建立必 要的利益分享

和责任约束机制，确保 政 策性 农业保

险有条不紊地开展，不断提 高政 策性

农业保险的服务水平。

4.坚持多种形式，建立互保机制。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 频率高，损失程度

大的特点，加 上近几 年来自然灾害有

逐年加剧的趋势，仅靠政策性 农业保

险承担全部农业风险是不现实的，也

是不 可能的。要积 极探索建立多种形

式的农业保 险 体 系，在更大范围内 分

散风险，分摊损 失。要以 政 策性 农业

保 险 为导向，依 托 各 类农业 行 业协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

建立农业专业 互助合作保 险 组织，实

行“ 自愿缴 费、合作共享、自我管理、

专户监管、滚动发展”的经营机制，真

正 形成组织多形式、所有制多结构、业

务多层次、融资多渠道的农业保 险新

格局，为广大农民提供 全方位、多领

域、多层次的农业保险需求。

5.加强立法监督，提供法律保

障。农业保 险作为发展农村经济、推

动农业 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的一项制

度安排，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

证。应尽快起草制定《 农业保 险 法》、

《 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就农业保险

的地位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

保 范围、保 险 费率、赔偿责任等作出

规定。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用法

律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 险中所

应发挥的职能作用，避免政府支持农

业的随意性，或因财政困难而忽视农

业保 险 的重要性。通过法律手段，调

整农业保险 利益各方的关系，从 法律

法规 和政 策制度上保 证农业保 险 制

度的建立和健全，从而强化 农民的保

险意识，加快农业保险的快速、协调、

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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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

蔬菜温室大棚发展迅速

河南省南阳 市财政部门积 极引导农

户大力发展蔬 菜温室大棚，并在此 基础

上鼓励 农户发展 采摘旅游业，取得了良

好经济效益。

（肖家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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