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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森林保险的构想与框架 

陈学群  戴广翠  文彩云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714） 

【摘 要】介绍了浙江省森林保险的发展历程，对丽水市森林保险做法进行了案例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浙江

省森林保险的制度构想与基本框架，包括运作机制、保险对象、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费分担、核损理赔等主要

内容。丽水市把森林火灾保险工作作为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力争做到“全覆盖”。目前全市森林参保面

积达 84.4万 hm2，占全市森林面积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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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保险灾害与赔付现状 

1.1浙江省森林自然灾害风险情况 

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省份。据 2004年森林资源连续清查资料，林地总面积 667.97万 hm
2
，森林面积 584.42万 hm

2
。

其中：乔木林面积 420.18万 hm
2
，竹林面积 78.29万 hm

2
，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面积 85.95 万 hm

2
；按林种分，用材林 305.26万

hm
2
，经济林 112.52 万 hm

2
，防护林 158.26 万 hm

2
，特种用途林 8.38 万 hm

2
。活立木总蓄积 1.94 亿 m

3
，森林蓄积 1.72 亿 m

3
；毛

竹总株数 16.61亿株。森林覆盖率为 60.5％。 

浙江省森林资源丰富，素有我国“东南植物宝库”之称，但一直受到各种自然灾害威胁，主要包括火灾、气象灾害（台风、

暴雪等）。火灾是威胁森林安全的主要灾害之一，1989 年至 2007 年，根据森林防火办统计，累计发生 13841 起，年均发生 728

起，发生率平均为 15次/10万 hm
2
，受灾面积年均 3358hm

2
，平均受害率约为 6.5‰。 

台风、暴雪、冻雨、暴雪等气象灾害在不同季节发生，使森林业遭受重大损失。据 2005、2006 年统计，年均经济林受灾面

积 2.07 万 hm
2
，损失 21595万元；防护林毁损 337km，损失 2412万元；其他林木（毛竹等）吹倒或折断 9104万株，损失 10329

万元。2008 年特大暴雪冻雨灾害，造成雪压、折断、倒伏、冰冻死亡等受灾的竹子面积 50.07 万 hm
2
，损失 26 亿元；经济林面

积 13.31万 hm
2
，损失 9亿元；用材林和公益林面积 80.91 万 hm

2
，损失 3.9亿元。 

1.2浙江省森林保险赔付情况 

森林火灾保险是浙江三个商业性农业保险品种（生猪、水稻、林木保险）之一。2006 年以前，与另外两种商业性农业保险

的发展趋势相一样，保费规模和承保范围逐年缩小。从 2007年起，在中央三农精神的指引下，相关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加大了

支农、扶农力度，森林火灾保险承保数量恶化保险金额开始回升。根据浙江安吉县商业性森林火灾保险数据，近 8 年平均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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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1元/（1/15hm
2
），平均费率为 3.1‰，赔付率为 67％，具体情况见表 1。 

 

2006 年浙江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森林火灾险列为试点品种，由于条款沿用了商业条款的责任，林农参保积极性受

到一定影响，承保规模较小。2006年浙江只有德清承保，2007年也只有瑞安、德清、上虞、遂昌 4个县承保。森林火灾保险两

年赔付率为 14.8%，其中 2006年赔付率为 0，2007年赔付率为 21%（见表 2）。 

 

2 丽水市森林保险案例剖析 

2.1丽水森林保险历史回顾 

丽水地处浙江南部，受地理条件、林地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是森林火灾的多发区。森林火灾的突发性、破坏性给森林

资源保护和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危害。据统计，2001~2007 年丽水全市共发生森林为灾 934 起，烧毁森林 6332.4hm
2
，

烧毁林木 17 万 m
3
，幼树 628万株。年均发生森林火灾 134起，受害森林面积 904.6hm

2
。 

上世纪 90年代末，丽水市部分县开展了森林火灾保险业务，投保对象主要集中在国营林场，由于分散投保，理赔操作困难，

各商业保险公司在 2004年停止了该项业务。 

2007年，丽水市在遂昌县开展森林火灾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共有 3家国有林场参加了保险，面积 2600hm
2
。在试点过程中，

由于林农同地分散、面积过小和没有实行打包联保等原因，没有把这项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2008年，丽水市把森林火灾保险工作作为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来抓，力争做到“全覆盖”，即覆盖全市有林地，使

这项惠民工作真正落实的实处，为该市森林撑起“保护伞”。2008年 6月，景宁县率先在全市实行森林火灾联保，松阳、莲都、



 

 3 

庆元也已经先后签订了协议，到目前为止，丽水市森林火灾保险面积已达 84.4万 hm
2
；云和县生态公益林 2.7万 hm

2
火灾保险已

在审批中；松阳、庆元等已与保险公司谈妥，保险公司正在上报审批之中。 

2.2联保制度的方式和程序 

丽水市按照《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森林火灾保险条款》的规定，本着“政府主导、财政扶持、市场运作”的指导

思想，以“低保费、低保额、保成本”的原则，采取了由林业部门牵头进行联保方式进行保险。其联保方式和程序如下。 

（1）以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为承保单位，按照《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森林火灾保险条款》要求，根据森林

二类资源调查数据为基数，将生长和管理正常的生态公益林、商品林、蔬林和灌木林作为保险标的。 

（2）根据《条款》确定保险金额，各县（市、区）可选择保险金额每 1/15hm
2
林地 200~800 元，按照统一的基础保险费率

由林业主管部门统一收取保费，统一与联保体中的商业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协议。 

（3）森林火灾发生并造成损失的，由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并出具损失情况说明、有关部门的

认定书和有关其他证明材料，经保险公司认定后，统一理赔。 

（4）林业主管部门收到保险公司理赔款后，按照首先支付植被恢复所需费用，其次支付林权所有者损失的原则，根据林权

所有者的损失情况和植被恢复情况分户结算理赔。 

3 浙江省森林保险发展构想 

为大力推广森林保险，配合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推进，落实国家支农、扶农政策，浙江省有关部门、公司对发展森林保险

作了深入思考。我们在调研中在与相关机构调研座谈后，提出其森林保险发展构想主要内容如下。 

3.1森林保险总体思路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确保投保人灾后能迅速恢复生产、稳定林农）益、保险公司可持续经营为目标，按照“农户

需求、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循序渐进”的原则，实行共保经营、互保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保险业务，为山区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3.2森林保险经营原则 

坚持“农户需求、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在承保中坚持保障适度、林农承担保费低廉、广覆盖的

原则。在现代阶段，以林木死亡保障为保险责任，重点林业市、县试点先行的原则。 

3.3森林保险基本框架 

农户需求与保险供给相匹配，市场运作与政策支持相呼应，共保经营与互保合作相结合，省级统筹与县级核算相连结，有

限风险与责任分层相统一。 

（1）运作机制：农户需求与保险供给相匹配、市场运作与政策支持相呼应。政府实行政策支持、保险公司实施市场化运作、

林农开展互助合作，各方有机结合，调动各方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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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主体：共保经营与互保合作。实行“政府引导+共保经营”方式，兼顾“政府引导+互保合作”。 

（3）筹资管理：全省统筹与县级核算。建立省、县（市、区）政策性森林保险筹资分担机制，强化资金筹措和管理。 

（4）风险责任：有限风险与责任分层。积极应对和化解巨灾风险，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分担机制，确保政策性森林保险可

持续发展。 

3.4森林保险主要内容 

（1）保险对象。保险对象包括生态公益林、用材林、主要经济林材种和毛竹。在承保方式上，以行政村为单位统一投保，

经营面积在 6.7hm2(100 亩)以上的林业大户，国有、集体等林业生产经营主体，可以单独投保。以行政村为单位投保的，投保

森林面积应在符合参保条件面积的 80％以上。 

（2）保险责任。考虑历史因素，可以将火灾责任设为基本责任，则可只选择基本责任投保。 

综合险责任包括由于火灾以及由此采取的合理必要的施救行为造成保险林木死亡和由于台风、暴雨、龙卷风、洪水、泥石

流、冰雹、霜冻、暴雪、雨淞造成保险林木的流失、掩埋、主干折断、倒伏或者死亡。 

投保人可选择投保基本险或综合险。但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政府行政行为或执法

行为原因导致林木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由于干旱和病虫害损失可以通过人为防治等手段较好地控制解决，列入保险责任不利于投保人积极施救，且会大幅度提高

保险费率，因此在目前阶段不宜列入责任范围。对于林农意外责任和林道受灾损失责任，部分地区和农户有较强烈的需求，如

临安的山核桃采摘人员意外、安吉的竹林道损失等，由于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可鼓励地方政府予以一定的财政补贴，列入涉农

险的范围由当地保险公司开办，暂不列入全省森林保险方案。今后如有全省性的需求，如林农人身意外和森林专职消防人员意

外等，可列入全省性的涉农险保险范围。 

对于如山核桃、香榧等经济林果实收益减产损失，在目前阶段暂不宜开办。今后重点突破操作上的困难，开展如团体受益

保险的尝试，由各地自行试点探索。 

（3）保险金额。林保险金额的确定遵循“基本保障、广覆盖”的原则，以避免增加林农的经济负担，防范农户的道德风险。

考虑到林产品品种和地域的差异，应对不同林产品的单位保险金额设定合理区间，由承保单位选择执行。在当前阶段，考虑到

保险公司的承受能力和控制道德风险的需要，保险金额不宜订得过高。浙江省历史上商业性森林火灾保险金额一般为 200 元/

（1/15hm
2
），政策性森林火灾保险为 200~800元/（1/15hm

2
）等，参照历史数据，按照投保树种的 50%~60％再植成本确定保险金

额。建议各种树木保险金额具体见表 3。 

（4）保险费率。森林火灾险，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的森林火灾平均受害率约 6.5‰，但缺乏严谨的数据支持。政策性森林火

灾保险费率确定应参照保险公司以往经验，在满足大数定律和保险精算的原则下，尽量照顾林农利益，降低保费水平。此外，

森林综合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较广，森林综合保险损失率年度间波动较大，且一旦发生巨灾，赔偿金额巨大，费率测算要包含

巨灾因素，应进行严谨的测算。 

（5）赔偿处理。被保险森林发生保险责任内的损失为全部损失时，根据保险金额赔付；发生部分损失时，根据损失程度的

比例赔偿。为了提高林业种埴户、国有和集体等林业生产经营主体防灾意识和责任意识，减少小额赔付、降低理赔成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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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大灾的原则，宜对每次事故设定一定比例的免赔额。 

 

（6）保费分担。由于森林经营的产出效益对较低，保险费率也较低，因此须加强财政的支持力度，承担较大的保费补贴比

例。公益林，属于公共产品，在当前采用低标准的生态补偿制度的条件下，其直按生产经营者的利益牺牲高于利益所得，因此

其保费应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 

（7）超赔责任。森林综合保险具有正常年景损失率低，但一旦发生巨灾赔款金额巨大的特点（如今年初的雪灾），在正常

年景若保费有盈利，则应单独积累，以备巨灾之年所用，而不能与其他农业保险一并核算，贴补其它农产品。为避免森林巨灾

风险造成毁灭性打击，出现保险公司无法支付的情况，除了对森林保险实行单独核算，赔责任限制（可考虑实行超额五倍封顶）

和分摊办法处，还应针对森林保险设立单独的巨灾风险准备金。参照财政部《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

规定和发达国家的做法，每年按保费的 25％计提巨灾风险准备金，逐年滚存，一旦发生巨灾导致大的亏损，则启动森林综合保

险巨灾风险准备金予以解决。 

（8）核损理赔。要更多地依托农村基层载体，充分发挥乡镇基层组织的作用，利用基层林业技术队伍的网络优势和技术优

势，协同代办理赔和防灾防损预防工作。有条件的可依托乡镇建立专门的政策性森林保险理赔专家小组。 

3.5实施步骤 

由于森林综合保险无论在条款设计、实务操作上均无可供借鉴的先例，因此凭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先从林业重点区域启动试

点。也可采用市县申报制，逐步推广至全省。 

此处，为有效推进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各级政府还应建立和健全必要的配套措施，如：落实以险养险办法、建立多部门

互相协作机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