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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惠及广大农户   

强农惠农再添有力措施
     ——湖南、河北、福建三省农业保险调研

财政部金融司

农民保持了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连

续增收，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功

不可没，成为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

“防护网”和“保障网”。

（二）解除农户后顾之忧，促进改

善农村民生。农业保险理赔保证了农

户灾后基本收入和生活稳定，保障了

广大农户的切身利益，巩固了扶贫、

减贫工作成效。2010年，三省受灾农

户人均获得赔款570元，相当于年均

收入的10%左右。在此基础上，三省

还结合实际探索农村综合保险服务体

系。如湖南省开展了农房保险，河北

省推出了农村治安保险，福建省探索

了“新农合”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等“三

农”综合保险，为改善民生、完善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差

距。农业保险与“新农合”、“新农保”

一起，被广大农户形象地称作“三大

保险”，被基层干部誉为强农惠农政

策的“三大支柱”。

（三）撬动市场“四两拨千斤”，

救助灾农政策更公平。财政创新支出

方式，以保费补贴支持农业保险发

展，建立了一个撬动市场资源支持

“三农”的平台，发挥了财政“四两拨

千斤”的杠杆作用和金融放大效应。

截至2011年上半年，三省农业保险共

提供风险保障2670亿元，与各级财政

补贴60.65亿元、农户自缴保费21亿

元相比，放大效应分别高达44倍和

127倍，是一般政府补助难以实现的。

不仅如此，农业保险还大幅提升了财

政支农的针对性和公平性，有效解决

了一些财政补贴“小而杂”和“撒胡椒

面”的问题。以常德市为例，2007—

2010年受灾农作物每亩赔偿170元，

甚至超过了一些涉农直补资金。保险

赔款在各村张榜公布，受灾赔、不受

灾不赔，灾重多赔、灾轻少赔，老百

姓都觉得公平合理，地方政府和保险

公司也感慨说农业保险是“好钢用在

刀刃上”。

（四）改进农村社会服务方式，

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一方面，密

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党和政府

在农村的亲和力。三省由村干部等基

层骨干作为协保员协助开展农业保

险，老百姓在收到赔款时都表示非常

感谢村干部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另一

方面，落实政策不打折扣，提高了党

和国家在农村的公信力。三省引入保

险公司进行农村风险管理，积极推行

“一卡通”直赔到户，不仅降低了行

政管理成本，而且防止了中间环节截

流、补贴不到位的问题，进一步提高

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公信力，促进了

2007年以来，财政部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精神，实施了中央财政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带动各级财

政支持农业保险取得了快速发展。截

至2011年末，各级财政累计拨付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逾460亿元，带动

农业保险为5.8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

保障1.8万亿元。从湖南、河北和福

建三省（以下简称三省）情况看，农

业保险通过政府与市场、财政与金融

的有机结合，有效放大了财政资金支

持“三农”成效，在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多个薄弱环节发

挥了积极作用。

（一）推动防灾救灾机制转变，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一是由“政府救济”

向“保险理赔”转变。与以往“上半年

受灾、下半年发钱”不同，农业保险

政策实施后，保险公司在灾后1—3天

就通过“一卡通”支付了赔款，农户

恢复再生产不愁没钱了。二是由“事

后救灾”向“事前防灾”转变。为减轻

赔付压力，保险公司积极参与防灾抗

灾。2011年雨季期间，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公司常德分公司主动出资6万多

元，帮助农户抽水防涝，减少了受灾

损失。防灾救灾机制的转变，保护和

调动了农户种粮积极性，降低了种粮

成本。特别是近年来面对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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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五）推动农村金融向复合型服

务转变。农业保险实现了与农村信贷

等金融手段的有机结合，推动农村金

融逐步由“单一式服务”向“复合型服

务”转变，发挥了农村金融的整体协

同效应。如湖南省大力推广“公司+

农户+保险+信贷”模式，以农业保

险为基础，对投保农户优先予以信贷

支持，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常德

市通过农业保险与涉农小额贷款相结

合，2010年涉农小额贷款余额较2006

年增长了82%。同时，农业保险还在

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农户的信用意识、

风险意识和金融意识，改善了农村金

融的软环境，为农村金融发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

农业保险是党中央、国务院强农

惠农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相关部门

都应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开拓

创新精神，多措并举、真抓实干，充

分调动社会和市场资源，进一步发挥

农业保险支持“三农”的复合型、多

元化政策效果。

（一）继续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坚

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各级政府

部门应适当的参与和推动农业保险工

作，引导社会资源服务“三农”，发挥

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也应

避免“上台唱戏”，要支持保险公司遵

循基本的市场规律，自主经营发展，

增强农业保险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推进机制和产品创新，提高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和服务质量。针对

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的新

需求，有关保险经办机构要进一步加

强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提高保险保障

水平，主动适应农户需求，进一步提

升农业保险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保险

公司应根据农业的生产投入和农民需

求，结合自身的风险收益情况，与有

关方面共同研究制定多层次的农业保

险保障标准，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差

别化费率，创新保险险种和服务，满

足日益增长的农业保险需求。

（三）进一步完善保费补贴政策，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是结合农业生

产物化成本上升的实际情况，提高保

险保障水平，相应增加保费补贴资

金。二是将糖料作物等关系国计民生

的重要农产品纳入补贴范围，适当增

加补贴险种。三是将现有大宗农畜品

种的保费补贴区域范围拓宽，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地方实际需求，结合各级财力和

农业产业政策等，研究推动其它保险

品种。

（四）建立健全长效发展机制，促

进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一是研究

推动农业保险的立法制度建设。农业

保险是各国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措

施，是世贸组织允许的“绿箱政策”，

应进一步研究推进农业保险立法工

作，将其作为支持“三农”发展的基

本制度固定下来。二是研究完善多方

分担的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促进

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加强农

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保险公司

应依靠自身力量，进一步加强基层服

务体系建设；村镇等基层政府部门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协助做好农业保

险基础服务；研究完善农业保险兼业

代理人等相关制度，促进农业保险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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