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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业保险保障机制  促“三农”发展

□云南省财政厅

近年来，云南省财政厅始终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工作原则，全

面推进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进展顺利。自

2007年能繁母猪单一险种纳入中央试点开始到目

前已实现险种多元化、范围扩大化、模式科学化，

对保障和恢复农业生产、解民优、促进社会和谐起

到了积极作用。

（一）打好基础，制度先行。云南省财政厅高度

重视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针对每一

类险种制定相应的管理实施细则、保费补贴资金管

理办法、保险协议及理赔服务条款、项目年度实施

方案，同时根据实施情况进行动态修正和补充，建

立了较为全面的农业保险财政管理运行体系。先后

出台了《关于加强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的

补充通知》、《关于做好2010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并结合云南省实

际，与多部门广泛协商，征询意见。精细化操作确

保了政策的科学化，保证了云南省农业保险各环节

工作有序开展。

（二）加强宣传，因势利导。为使中央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政策深入民心，全省各级财政、农业、

林业相关部门及中标的保险公司进行了形式多样

的宣传，从覆盖广影响大的报刊、有线电视、广播

等新闻媒体到深入基层的告知书、农村宣传栏、专

人进村入户等各种形式，使广大农（林）户对保险

对象、费率标准、保费补贴比例、保险条款内容、

出险报案、定损理赔程序及标准等有了充分的了

解，农业保险政策深入人心，调动了农（林）户自

主自愿参保的热情和积极性。2011年，德宏州在芒

市风平镇召开水稻保险理赔现场会，让每一位受

灾农户到现场领取理赔款。现场兑现理赔活动的

开展不仅让广大农户真切体会到了农业保险的好摄影  包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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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更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实施起到了较

好的宣传和促进作用。 

（三）各司其职，密切协作。财政、

农业、林业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明确

分工职责，协同推进农业保险工作。省

财政厅负责保费补贴资金的筹集、拨

付、监管，确保补贴资金及时拨付，足

额配套资金，保证资金效益的发挥；农

业、林业部门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实

施，牵头制定实施方案，配合宣传工作

和发动、引导农户参保，为承办机构提

供查勘定损技术帮助；保监部门加强对

承保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监管和指

导；保险经纪公司、各承办机构切实提

高保险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增强社会

责任感，从服务“三农”的全局出发，引

导农户自主自愿参加农业保险，切实提

高业务管理能力，积极做好承保、查勘

定损、理赔工作。

（四）管理资金，有的放矢。省财

政综合考评地区发展水平、人均可用财

力、品种的分布规模，科学确定了分级、

分档次财政保费补贴分担比例，充分体

现了政策扶持的重点、力度和导向。目

前，云南省实施的养殖、种植和林业等

3类12个品种的农业保险均根据险种和

实施范围不同，实行了差别化的补贴政

策。其中，能繁母猪、奶牛保险划分了

五类地区，分为五个补贴档次；在此基

础上，对于迪庆藏区开展的牦牛、藏系

羊、青稞保险，依实际情况采取了州县

政府“零配套”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对

藏区的关怀和扶持、中央财政资金对藏

区的倾斜和优惠。同时，切实加强财政

保费补贴资金预决算的全过程管理。各

级财政部门将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资

金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并根据各险种的

计划参保数，及时拨付保费补贴资金，

保费补贴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预算

指标到县，预拨资金直接下达到县级财

政特设专户，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承

保情况拨付保险经办机构财政保费补贴

资金。年终，根据财政年度内的实际承

保情况，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进行财政

保费补贴资金清算和决算。根据全省农

业保险推进情况，适时调整完善政策。

2010年，积极拓展农业保险险种和实施

范围。2011年，针对部分州、县政府、参

保农户集中反映奶牛、商品林农户负担

比例偏高的问题，省财政厅结合中央政

策精神立即开展工作调研，及时报请省

政府批准并完善了全省农业保险部分险

种地方财政与农户之间的分担比例。通

过适时调整，农（林）户承担保费资金比

例逐步降低，进一步激发了农（林）户的

参保积极性，推进全省农业保险工作进

一步向纵深发展。

（五）引入竞争，创新模式。2010年

以来，云南省财政厅大胆探索，改变原

来农业保险由单一保险机构承办的模

式，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政府采购，

公开招标择优，组成联合共保体，协作

推进承保项目的实施。其中，森林火灾

保险引入保险中介服务机构，为云南省

森林火灾保险项目量身定做保险方案，

通过中介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选择6家

保险公司组成共保联合体，共同承担项

目风险。依照 “保费共享、赔款共担”的

原则，建立了“联合共保、分区服务”的

承保、理赔、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了“防

大于赔”的灾前预防机制。与此同时，

承保后期委托保险中介服务机构对中标

的保险公司履行服务承诺予以监督，对

保险合同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督促，使

保险公司之间形成良性竞争，提高了森

林火灾保险项目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六）依法依规，监管有力。为彻

底杜绝对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挤占、截

留、挪用和冒领等违法违纪行为，各级

财政部门加大了对保费补贴工作的监

管力度。例如，保山市设立了举报电

话，组织监察、财政等相关部门深入部

分乡镇实地督查，有效保障了保险保费

补贴资金的专款专用、及时发放和安全

运行。全省农业保险兑付工作始终坚持

公开透明、据实补贴、直补农户的原则，

做到了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实行补贴

政策公示制，确保了补贴资金的管理和

发放全过程透明。

（七）引导服务，成效显著。近几

年，云南省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管理工作

的探索与实践中，坚持“政府引导”避

免“政府主导”，坚持“自主自愿”避免

“强行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全省农

业保险保障机制，进一步拉动保险资金

对“三农”的扶持，在拓展险种、扩大

范围、加大资金扶持等方面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2007年以来，除了在全国普遍

实施的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外，云南省

财政部门强化了前期准备和后期执行

工作，2010年，财政部将云南省的9大

主要农业保险品种全部纳入中央财政

保费补贴试点。与此同时，云南省还因

地制宜，在有限的省级财力中安排专项

资金积极支持地方优势特色农业保险

工作的开展。2008年至今，甘蔗、香料

烟、坚果等相继被纳入了省级农业保险

财政补贴试点范围。目前，云南省农业

保险财政补贴涉及养殖业、种植业和林

业三大类共12个险种，农业保险的补

贴范围覆盖全省16个州市和3个财政

省直管县。2007—2011年，中央、省、

州（市）、县（市）四级财政共计投入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10.26亿元，累计

为养殖户提供了140亿元风险保障，期

间赔付7.97亿元，受益农户79.7万户；

累计为种植户提供了59亿元风险保障，

期间赔款1.38亿元，受益农户35.48万

户；累计为3.72亿亩森林进行了火灾

保险， 涉及林户1000万户，风险保障金

额累计达1815亿元，期间赔款724.36

万元，赔付率达16.61%。农业保险较好

地发挥了“助推器”、“稳定器”作用，为

促进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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