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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农民撑起“保护伞”

彭 诚  彭 云

自 20 07 年下半年开始，四 川省

长宁县 以 乡镇为单位，开展政策性

农业保险 试 点工作。几年来，试 点

工作 有序推 进，农 业保险 业 务 快

速 发 展。以 2 0 0 9 年 为 例，全 县 共

有 15 万户（次）农民 参保，各 参保

险 种 均 全 面 完 成 考核 任务。共 收

取保费 8 82.5 万 元 ，其中上 级补 贴

537.6 万 元，县 级匹 配 120.5 万 元 ，

农户缴纳保费 2 24.4 万 元。当年赔

款 支出总计 391.4 万 元，综 合赔付

率约 为 44.35% ，受 益 农户达 1.24

万户，切 实增强 了农户抵御自然 灾

害和恢 复生产的能 力。

（一）整 合 资 源 力 量，构 筑 风

险 防 控体 系。长宁县 整合农业、畜

牧、气 象、保险 等各 方 面 资源，建

立风险 防 控体系，尽力减 少农业 风

险 带来的损 失。一是 重视灾害监 测

预 警 系统 建设。投入财政资金 110

万 元，着力 完 善 气 象 观测网 络体

系，及时发布信 息，实现 对 重大 气

象 变化的 动 态监 控 ；同 时 强化人

工防 雹体系建设，及时妥善处理 灾

情，提升了对 气候异 象的 紧急处 理

能 力。二 是重视疫病风险 防 治能 力

建设。加 强种 养殖（植）业 疫 病 防

控，增大种植 业病害防 治投入和养

殖业疫 病防 治投入，提高疫病防 控

能 力。保险公司与疫 病防 治部门 加

强合 作，制 定相应的 防 控 机制，及

时处 理 突发 疫 病风 险 事件。此外，

20 09 年新增发展 种养殖（植）业 专

业 合 作经 济组 织 4 个，增强 了农民

自主 处理疫病风险 的 能 力。

（二）完善监督 管理，优化查勘

定损理 赔 制度。农业保险 的灾害事

故 涉及 面 广、发 生频 繁，如 何 及时

查勘、准确 定损、高效理 赔 是 搞好

政策性 农 业 保险 的 关键。为 管 理

好农业保险 业务，长宁县明确 了保

险 工作站的 组 建制 度和管理 方式，

为保险 机构制 定了保险 员的管理 办

法 和 奖 惩 办 法，对虚报灾害 事件、

夸大 灾害损 失、延误 查勘时机、违

反从业 道德 的 保险 人员予以 相应

的 处理。农业 及畜牧部门 还分别参

与制 定了灾害理赔及复勘管理等具

体办 法和 流 程，保险公司对所有的

赔付案件实行公示 和举报制度，尽

量做到赔 付与保费收 取、保险 时段

及 实地 查勘损 失情况 相 挂钩，确 保

灾害 事件真实、到场查勘及时、案

件定损准确、理赔到位快捷。

（三）强 化 宣传 培训，提升政

策业务能 力。政策性 农业保险 品 种

多、覆 盖广，范围分 散、政 策性 强，

为 让 广大 农 民 朋 友 及时了解认 识

接受这项 富民 惠民的 政 策，县财政

部 门 充 分 利 用广播 电 视报刊 等新

闻媒体，从动 员投保到现 场赔付各

个环节加 强 宣传 引导，使农民切 实

了解政策性 农 业保险 是一项 稳 定

农民 收 入、分担 农 业 风 险 的 惠农

政策。同时，加 强 对从事农业保险

工作人员的业务培 训，特别是 加 强

村 级代 办 员的 业 务培 训和 职 业 道

德教育，切 实提 高他 们的业务能 力

和职 业 道德水平。

然 而，农业 是 弱质产业，其发

展受诸多不确 定性 因素的影响，农

业 风 险 几乎无 处 不 在、无 时不 有，

给农 业 保险 的 发 展带来了极大的

挑战，推 进中面临 着诸多问 题。在

政策设计方面，保险 条款的制 定 不

尽 合 理，导致 群众对 农 业保险 接

受较 难。如 水 稻 、玉米按“一般灾

害险”和“旱灾险”制定不 同保险 金

额 ，其中“旱灾险 ”规定 最 高 赔 偿

标 准仅为 10 0 元 / 亩，并对应“移栽

成 活-分 孽期”、“拔节期-抽 穗

期 /抽雄 期”、“扬花灌浆期-成熟

期 ”三个 阶段分 别按 40 % 、70 % 、

10 0 % 赔偿，每 个阶段还要 折算具

体 的 损 失程 度，此外 还 要 按 损 失

金 额 的 10 % 作 为“绝 对免 赔率”予

以 扣除，由此计算下来的实际 所得

很少，对农民的政策吸 引力十分有

限。又 如对“风 灾”的 定 义，现行

的 四 川省《 政 策性 水 稻、玉 米种植

一般灾害保险 条款（20 0 8版）》规

定 ：“ 本条款 的 风 灾责任是 指 8 级

以 上 大 风，即风速在 17.2 米 / 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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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再 保险 机 制得 到

建 立 落 实，以 应 对

可 能 发 生的 巨 灾 风

险。三是 调 整 政 策

年度，使之与生产实

际 相 适 应。结 合 现

有主要险 种，可考虑

将 政策年 度设 定 为

上 年 10 月初 至 当 年

9 月底。补贴 政 策于

10 月 前 发 布，并 随

上即构成风 灾责任”，诸如 此类的

规定在 实际 的操 作中往往难以 认

定。再如 ，种植 业保险 责任中没有

病 虫害责任，这也极 大影响了农户

参保的 积 极性。在保险 经营 方 面，

“政 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的原则

难以 同步贯彻，保险 公 司直接面向

农户开展工作效率低 下，必 须 主要

依靠政府，特别是 基层 政府 的 帮

助。而基层在实际 工作中存在 片 面

追求保险 覆 盖率的情况，往往通过

行 政命令 将保险 以 任务的 方式层

层下达到各村组，造成部分农民由

于不 了解农业保险 的好处 而对其产

生抵触，甚至出现基层 干部为完成

任务而“代 垫”保费的现象。此 外，

定损理赔工 作 不规范、理赔工作不

及 时、理赔 程 序偏 于复杂，专业技

术和人才缺 失等，也使 理赔 落实难

以 到位，影响了理赔的严 肃性。解

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是政策性农业

保险 试点 持 续推 进、经 营 水 平和

层次 不 断提升的关键。

（一）理 顺 农险 政策体系，完

善约束 机 制。一是 改 变农险 资金

专户管理 方式，将应由县 级 管理的

职 能 真正 移 交 到县 级，或者将农

险 专户交由保险 公司和 县 级财 政

部门 共同管理，以 解决权责不 对等

和监管缺失的问题，提高农险 资金

透明 度。二 是 督 促“ 巨 灾准 备 金”

之 启 动 油 菜、奶 牛 和 能繁 母 猪 保

险 ；3-4 月启动 水稻 、玉 米保险；
常年按实际 开展育肥猪保险 ；4 月

报当年预 算；9 月底办理 当年决算；
补 贴 资金 仍 通 过专户实 行 按 实结

算。四 是 不断修正 农险 条款。如 可

考虑参照 油菜的保险 条款，将水稻

和玉 米“一般灾害险”和“旱灾险”

进行 合 并，简化标 准，统一费率，

实行 综 合保险，提高可接受度。五

是将 保险 政策与补贴 政策有机对

接。最好国 家能 对农业保险 的 适

度 强 制性作出 规 定 。

（二）重塑农险 经营行 为，完善

运 行 机制。一是 加 强保险 队 伍建

设 和人才培 养培训，提高服务水平

和管理能力，增强保险 人员查勘理

赔 的公信 力。二 是拓 宽竞争机 制，

鼓 励各保险公司间的良性 竞争，强

化县 级 对承 办保险 机构 经营能 力

的 考核，增强公司自我发展的动力

和压力，促使其发 挥 主 渠 道作 用，

不 断 淡化政府 的“行 政 色彩”。三

是规范理 赔程序。制定专门的查勘

定 损 规程和 相应 的 标 准，明 确 规

定 各 环 节的 理 赔时限 ，规范保险

机 构出险、查勘 和理赔行 为及部门

配 合行 为，使理赔有章可循，并 简

化操作程序，实行“阳 光操 作”，从

而有效减少道德风险 发 生的概 率。

（三）规范 农险 管理，完善支

撑体 系。一是争取 将农险 管理机构

上 升 为 常设 机构。政府要 做好引

导作用，就 要求配备 专门机构，落

实专人办公，不断细化和完善农业

保险 实施方案，及时发现和纠正 农

险 运行中的问题，切 实防止 农户或

工作人员弄虚作假，促进农业保险

的 可持 续发 展。二 是保证 必 要 的

工作经费。上 级保 险 机构应适当调

增县级业务费用的比 例（以 18% 左

右 为宜），并明确 规 定部门 和乡镇

农业保险 服务站的工作经费比 例，

县级也可以 从预 算资金中适 当安排

一定的工作经费，以 确保农险 管理

机构及其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

的正常运转，确保定损理赔专业小

组现 场踏勘、定损理赔等工作顺利

进行，对农险 资金 进行有效 监督。

三是各部门应履行好相应职责。如

畜牧部门应利用防 疫之机，提前将

生猪佩戴上“溯源耳标”，并以 此作

为猪只 参保的必 备环节。

（四 ）强化农险 主体引导，完善

激 励机制。一是强化政 策宣传，确

保政策 不 打折 扣。重点 是 统一宣

传的内容和口 径 ，使农户对保险 政

策做到心中有数，尽力避 免因宣传

偏差带来的纷 争。二 是制定差别政

策，鼓励农业 种养大户积 极 参保，

着重提高对 种 养大 户的风 险 保障

水平。三是创新并规范保费收缴方

式，努力扩大保险 覆 盖面。如 长宁

县 已 尝试在 坚持“自主自愿”的 前

提下，鼓励村民 通过“一事一议”的

方 式授权 委 托 乡镇 在 其对应的良

种补贴 款项中代 缴种植 业保 费，此

举对于减省农户的 手续往复、减轻

基层 的工作 负担、增进政 策的综合

效 应能起到积 极作用。

（作 者单位：四 川省长宁县 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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