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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试点地市，率先实施全市联动试

点、全域同步上线，在深化运用“政

采云”过程中，利用平台数据资源和

技术优势，倒逼财政管理流程的升级

改造，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落实

“上门服务至少一次”改革，实现财政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建设嘉兴精品

馆和政采贷产品，为政府采购支持科

技创新及人才发展政策提供服务保障

平台，已有 100 余家创新企业入馆、

数百件创新产品上架，在全国范围内

打响嘉兴品牌。开发线上普惠金融产

品“政采贷”，扶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贷

款，目前“政采贷”合作银行达 21 家，

2021 年上半年全市授信金额 4560 万

元，放款金额 1617 万元。全市贯通政

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运行，提高采购

效率，节约经销成本，零星采购从计

划到验收较原先线下的最短至少 5 个

工作日缩短至 1 个工作日，实现政府

采购领域制度创新，为全省“政采云”

推广、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提供嘉兴

经验、嘉兴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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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长岛：实施特色海洋产品政策性农业保险
王英杰

近年来，山东省将海洋牧场作为

“海上粮仓”核心区进行重点打造，创

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海洋牧场。长岛

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积极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市支持海洋渔业高质量发

展要求，逐步构建市场化的海水养殖

风险防范机制，促进长岛综合试验区

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有效保障海水养

殖产业健康长足发展。2019 年 9 月，

全国首单“海洋牧场保险 + 信贷”签发

仪式在长岛综合试验区举行。该保险

项目以长岛综合试验区海洋牧场为试

验田，扩大海洋保险业务领域，为全

省渔业养殖与保险和银行合作提供了

宝贵经验，为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和

海洋强省战略落地实施发挥了积极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

长岛综合试验区海洋牧场保险实施

内容及成效

2019 年，长岛综合试验区与太平

财险经充分研究分析海洋牧场养殖企

业风险需求及特点，采取天气指数的

概念创新开发海洋牧场保险产品，以

风力、温度等关键天气指标为保险责

任，通过权威气象机构发布的气象数

据确定赔偿金额，结果客观公正，无

需现场查勘定损，为海洋牧场企业提

供关键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方案，解

决了海洋牧场保险开办难题。该保险

标的为“长鲸 1 号”和“佳益 178”两个

深海智能网箱，按照保单约定，应交

保费 125 万元，保额达 2500 万元。企

业只需承担自负比例保费，政府补贴

部分直接拨付保险公司。同时以该保

险产品为依托，鼓励银行机构开发“保

险 + 信贷”等新型金融产品，政府为

海洋牧场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贷款贴

息补助，大大助推了长岛海洋牧场企

业发展。

一是缓解了养殖业户“靠天吃饭”

的困境。有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险

公司“敢”保了，养殖业户“能”投保了，

恶劣天气老百姓不用冒险出海，也缓

解了地方政府救灾压力。同时在投保

过程中按照“一企一方案”原则，在办

理保险的同时，为每个投保户量身定

制抵御风险管理方案，提高了海洋牧

场养殖行业抵御风险能力。

二是理赔迅速，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2020 年 1 月，受天气影响，“长鲸

1 号”和“佳益 178”保险项目达到触

发赔付条件，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

特殊时期，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保险

公司简化流程，仅 1 个多月时间，就将

670 万元赔款支付到客户手中，有力地

支持了受灾企业疫情期间复工复产，

保证养殖企业现金流充足，帮助养殖

企业快速恢复养殖能力，为地方特

色养殖产业提供了强大的风险保障。

三是助推长岛海洋牧场产业蓬勃

发展。2021 年 1 月，为长岛“国鲍 1 号”

量身定制的国内首款“鲍鱼波高指数

保险”成功签约，推进了长岛特色海

产品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

长岛综合试验区累计获批 6 处国家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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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6 处省级海洋牧场，海洋牧

场面积占全省的 23%，国家级海洋牧

场数量占全省的 11%，初步形成了海

洋牧场建设“全国看山东、山东看烟

台、烟台看长岛”的格局。

进一步做好特色海产品政策性农业

保险试点的建议

一是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确

保试点工作稳步推进。由政府相关部

门和保险公司组成专项工作组，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情况、研究

对策、协调措施。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注重发挥各自职能定位，加强信息交

流，促进横向沟通和联络。就长岛综

合试验区来说，区财政金融局、自然

资源局、气象局、保险公司等要共同

落实好海水养殖保险补贴政策，并研

究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统筹协调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

作的推进。建立理赔协调小组，对于

影响范围广、影响面宽、损失严重、直

接破坏性大的重大自然灾害事故协调

各方关系，提出解决方案，协调解决

问题并消除矛盾。积极开展防灾降损

工作，与气象部门合作，及时为投保

人提供气象信息和灾害预警，降低灾

害损失。

二是强化宣传舆论引导，增强养

殖业户的投保意识。宣传工作坚持既

“架天线”又“接地气”，把农业保险发

展作为国家战略、民生工程来宣导，

把保险业对现代经济社会的渗透性和

功能性通过具体案例诠释出来、宣传

开来，让老百姓理解和接受。认真总

结工作经验，适时进行宣传和推广，

为海水养殖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推广

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三是找准保险费率的平衡点，提

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险费率过

高，农民“保不起”；保险费率过低，

保险机构“赔不起”。因此，在海洋产

品农业保险费率的确定上，必须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综合各种因素，科学精

准加以测算，使之既能调动保险机构

开发保险产品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民

的参保率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率

全面提升。

四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补贴比

例，增强养殖业户的投保积极性。农户

承担一定比例的保费，有利于逐步培

育保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同时也

符合农业保险“市场运作、自主自愿”

的开办原则。在现行省级补贴政策不

变的情况下，在符合上级政策规定的

前提下，适当提高地方财政补贴比例，

可以获得更多的上级奖补资金，防范

渔业灾害风险，推动地方特色农产品

做大规模、做优品质、做响品牌，促进

农民增收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 ：山东省长岛海洋生

态文明综合试验区财政金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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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长岛海洋牧场一条条彩色养殖网，犹如海上天然画卷。王保生  摄   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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