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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业金融保险发展探微 

安晓宁   张朋   姜业奎 

农业金融保险是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支撑。浙江经济发达，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对农业金

融保险的需求尤为强烈；与此同时，浙江金融保险市场高度成熟，尤其是地方金融创新十分活跃，必然也会对丰富农业金融保

险供给提供有利条件。近期，结合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笔者重点了解了浙江省常山县、桐庐市的农业金融保险发展情况，并

择其具有创新、示范意义的几点做法进行总结，以期能对全国农业金融保险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桐庐：打造农户小额贷款的大数据平台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形式在全国并不鲜见。发展农户小额贷款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农户基础信用资料不全，前期手续繁杂，导

致银行信贷成本居高不下。由于针对普通农户的信用贷款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对农户的信用贷款往往还是金融机构为完成

涉农贷款任务的“盆景”工程。与上述情况不一样，桐庐县的农户信用贷款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备，目前已形成了户、村、乡（镇）三级信用体系。桐庐开展农村信用工程建设起步比较早，着

力打造农村信用体系至今已有 16个年头。县里成立了地方政府牵头，农业部门、人民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共同参与的信用体系

建设小组，对信用户、村、镇设定准入条件，实现动态管理和“年审制度”，并分为省级、市级、县级三级进行分类管理，不同

类别的信用户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或者优先满足信贷需求。通过持之以恒的创建活动和银政合作，截至 2016年 4月，共创建了

信用村（社区）131个，占全县的 72%。为 90080户农户建立了信贷档案，建档率达到 85%；其中，评定为信用户的有 80844户，

占全县的 76%。2012 年以后，在信用户、村、镇的基础上，又将合作社纳入评定范围，对于符合条件的合作社授予信用合作社

进行综合授信。目前，桐庐对信用农户实现“资金优先、利率优惠、手续优化”等政策，农民信用贷款最高额度达到 50万元，

合作社的综合授信最高可达 750 万元。同时，县级信用村的信用户贷款利率优惠 20%，市级优惠 25%，省级优惠 30%。信用体系

的建立为涉农贷款打开了一片广阔天地。 

二是信用农户覆盖范围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已成为涉农小额贷款的主要渠道。在桐庐，农村小额信贷贷款绝不只是作为

“盆景”式的示范点。桐庐涉农贷款形式相对比较丰富，也开展了一些创新性的工作。如“两权一屋”抵押贷款，允许农民以

林权证（或林权流转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以及农村个人住宅作为抵押物获取贷款，这一块的贷款余额在 3～4

亿元左右。还有桐庐农信担保公司的担保贷款，目前贷款余额为 1.8 亿元左右，以及目前正在发展的农村资金互助会。这些贷

款渠道丰富了农民贷款选择，但都存在数量较小、受益农户面窄的缺陷。与之相比，截至 2016 年 4月，桐庐合作银行贷款余额

为 89.99亿元，其中对信用户的信用贷款共有 17897户，金额 28.01亿元，户均贷款超过 15.65万元，年让利（通过降息）1500

万元左右。农户信用贷款当之无愧成为对农贷款的主渠道。同时，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正向激励和培育了农民的信用意识。截至

2016年 4月，桐庐农商行四级分类不良贷款率仅为 0.79%，比 2008年下降了 1.7个百分点。据桐庐农村合作银行副行长童永红

介绍，正因为桐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抓得早、建得扎实，他们才有大规模、大力度向农民开展信用贷款的底气，也使得桐庐农

商行真正成为服务“三农”的银行。 

三是信用体系建设向大数据平台方向发展，延伸扩展性强。桐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从填写一张张表格开始，到现在发展到

141个信用联络站、398个信用协管员，通过手机录入信息即可实现数据上传与共建共享，不断丰富农户信息数据仓库，提高信

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逐渐建立起了涵盖所有农户和小微企业的大数据平台。在此基础上，桐庐农商行增强了产品创新和优化

贷款方式，相继推出了合作社综合授信、大学生村官贷款、青年创业贷款、巾帼创业贷款等一系列为三农客户量身定做的特色

贷款产品。目前，桐庐针对普通农户 30万元以下的个人贷款 3年内主要采取“循环使用、随还随贷”的放款模式，存量农户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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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实现“当天受理、当天办结”。可以说，信用贷款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贷款难、担保难、贷款贵的问题。 

桐庐打造农村信用体系，发展农户信用贷款的实践带给调查组不少启发和思考： 

一、农村金融创新贵在坚持、打牢基础。观察桐庐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其实并没有太多高大上的、复杂的、时髦的理论

或者做法创新，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打基础、练内功再加上坚持不懈。桐庐的经验做法照搬到全国各地都具有可操作性，而且

随着信息化手段的丰富发展，建立起这套信用体系可能更快。如果全国每个县都能实实在在地把这件事情做好，至少对于普通

农户的小额贷款来说，低成本、易获得将不再是什么难事。 

二、加快建立新型规模生产经营主体的大数据平台。金融的实质在于配置资金供方与需方的需求，关键在于信息对接。目

前，桐庐信用体系存在的一个先天性缺陷在于，由于桐庐的信用体系建设是由当地农商行牵头建立的，所以目前其他金融机构

不能分享，也仅限于桐庐区域之内，没有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联网。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加快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立足于公益

性运用的全国范围内的家庭农场、种粮大户信息采集系统。可由县一级开始，逐级进行联网互通，建立起新型规模生产经营主

体的大数据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实现对新型规模生产经营主体的精准补贴、兼具普遍性和个性化的金融保险需求，从而

真正让农业经营主体享受到金融创新、技术创新的红利和实惠。 

衢州：家庭农场主对农业保险的赞与盼 

衢州市目前拥有 5000多个家庭农场，是农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经营的主体力量。衢州市因势利导，与安信农业保险公司一

起，于 2015年量身定制打造了家庭农场综合保险。这一保险运行情况究竟如何？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家庭农场主对家庭农场

综合保险有“三赞”和“三盼”。 

一赞保险覆盖面广。与针对单一产业单一环节的政策性保险不一样，家庭农场综合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和收入保

险三个部分，涵盖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全过程和全产业，生产经营任何方面遭受损失，都能得到较高强度的理赔，为家庭农场撑

起了发展的“保护伞”。家庭农场主江小国说，他的家庭农场有 300多亩地，种植有水稻、木耳、可食竹等多个品种，还有一片

鱼塘，以前除了水稻有政策性保险外，其他小品种都没有合适的保险可上，现在的农场综合保险对他这种多种经营的农场主很

实用。 

二赞赔付强度大。在常山县金仙家庭农场，农场主陈清明告诉调查组，由于受雨涝低温影响，去年水稻减产损失 20万元左

右，政策性保险只赔付了 7000元，家庭农场综合保险赔付了 8万元。老陈告诉我们，由于是第一次参加保险，对受灾的一些证

据保存做的不够及时，否则保险公司会赔付的更多。“政策性保险赔太少，不解渴，尤其是我们家庭农场普遍投入比较大，没有

强有力保障的话一场大的灾害就会把我们打垮”，老陈说。 

三赞政府扶持力度大。去年，家庭农场综合保险每户保费 2 万元，由市县两级财政各承担一半，农场主不承担任何费用。

据衢州市农业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今年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市财政已经准备了 200 万元预算，采取市县两级财政和投保

户共同承担保费的形式，农户出资比例不超过 20%。 

由于家庭农场综合保险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农场主们对家庭农场综合保险还有“三盼”： 

一盼扩大规模尽快续保。2015年度家庭农场综合保险试点范围限于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整个衢州市只有 64家投保。调研中，

没能参加的家庭农场纷纷表达了“扩容”的愿望。衢州市已经明确表示，今年将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部 192 家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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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盼分级分类缴纳保费。按照家庭农场保险设计初衷，保费按平均每户 2 万元缴纳，按照农场不同规模大小分级分档确定

保费。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基础数据信息不实不全，评估工作很难展开，加上试点期保费都由财政买单，因此这项工作实质

上没有开展。调研过程中，不少农场主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天露家庭农场主要种植“常山三宝”之首的胡柚，有 900 多亩的

规模。老板段辉根告诉调查组，去年常山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极度低温，他的胡柚遭受了严重损失。但由于大家缴纳的保费一致，

900多亩规模与隔壁 300亩规模的赔偿上限一样。为此，老段感到很想不通。有老段这样想不通的，也有其他叫委屈的。有些家

庭农场主表示，自己规模小，与大农场缴一样的保费不划算，虽然现在保险是财政补贴，但将来肯定是自己掏钱。除了对规模

不一缴费标准却一致有疑惑外，还有些家庭农场主认为，综合保险保得内容过于广泛，“有些方面我不想保，但现在没得选，将

来能不能设计成菜单式的，具体保什么由农场主自己选择”？ 

三盼定损赔付更加明确。在去年的试点过程中，只有天露家庭农场一家至今没有就理赔与保险公司达成一致，分歧在于对

收入保险这一块的理解。按照老段的想法，他的胡柚园三分之一受灾，光树就冻死 1000多棵，损失达到了 100多万元，所以应

当按照理赔上限来赔偿。但是安信保险公司认为，受灾时虽然还在保期内，但那时候胡柚已经全部采摘结束，所以对 2015年全

年的收入没有影响。安信保险负责人表示，公司绝对没有躲避理赔责任，农业保险非常特殊和复杂，“就这一案例来说，财产损

失这块我们已经和他达成了一致。但就收入保险这块，严格对照合同，2015年期间他确实没有遭受损失”。而新种下去的胡柚树，

3 年才能挂果，5年以后才能进入丰果期，老段的收入损失可能要体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种情况下怎么定损理赔大家都没遇

到过。此外，收入保险中有一条“家庭农场全年收入低于上年收入 70%时的损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到时候如何确定上年收

入基数，如何确定当年收入情况，农场主们更加觉得心里没底。衢州农委有关负责同志也表示，收入保险是比较超前的理念，

他们也在与保险公司积极沟通，争取把今年的方案设计的更加科学、合理。 

衢州家庭农场综合保险一年多来的试点工作也带来很多启发： 

一、现阶段农业保险仍需政府公共财政的大力引导和支持。与金融信贷相比，我国农业保险，尤其是农业商业性保险基础

更为薄弱，更需政策的扶持引导。以衢州家庭农场综合保险为例，去年仅有 64家参加试点，今年虽然扩大了范围，但也仅有 192

家。安信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的业务人员告诉我们，从保险业务来说，“这是闭着眼睛也会亏的”，因为数量太少、保费收入相

对就低，保险公司的成本一点也没少，而且赔付力度相对也大。“但我们也是看中这块市场未来潜力。”这位业务人员也表示，

如果没有衢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自身即使再看好这块市场也难以单独做成这件事情。“在现阶段，只有靠政府与保险公

司一起逐渐扩大试点，培育农民的保险意识和投保积极性”。 

二、低标准、广覆盖的政策性保险愈来愈难以满足农民，尤其是大户和家庭农场的需求。从这次调研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

投保了家庭农场综合保险的农场主续保意愿十分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家庭农场综合保险的设计满足了家庭农场主们最迫切的

需求。尤其是家庭农场越来越向产业多元化方向发展，单一品种的险种越来越得不到农民的青睐。同时，家庭农场主及大户们

由于投资额度大，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相对高保费、高赔付的险种需求。 

三、收入保险、气象指数保险、价格保险等新型险种的不断涌现，对投保主体自身历史交易信息、价格信息、收入证明、

账目规范清晰等方面提出了更多要求。在衢州的家庭农场综合保险试点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衢州家庭农场综合保险

试点方案中有一条：“家庭农场的全年收入低于上一年收入 70%时的损失。由于自然灾害、病虫害、疫病、市场价格波动等原因

导致家庭农场没有收入或收入下降，当家庭农场的全年收入低于约定的保险收入时，保险公司负责补偿”。但就在常山调研情况

来看，几乎没有一家家庭农场可以拿出保险公司完全认可的上一年收入证明和资金来往明细等资料。保险方案设置越精巧，对

投保主体自身的规范化管理的要求也越高。 

常山：粮食订单质押贷款的做法和经验 

常山县种粮大户粮食订单质押贷款办法始创于 2009年。2009年 7月 9日，该县开出全省粮食订单质押贷款第一单，县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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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社凭借粮食部门一纸早稻收购订单，给予该县天马镇种粮大户林小良 7 万元贷款。截至今年 3 月，全县共办理粮食订单质押

贷款业务 267笔，发放贷款总额 4200多万元。粮食订单质押贷款有效破解了种粮大户融资难问题，有力促进了县域粮食生产稳

定发展，促进了县域粮食规模化、产业化。种粮大户都称粮食订单质押贷款是粮农的“及时雨”。 

在实行粮食订单质押贷款以前，解决种粮大户生产资金不足的主要渠道是粮食部门发放的“订单粮食”预购定金。“订单粮

食”预购定金发放办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发放数额较低。当时的标准每亩只有 1 30 元至 190元左右；二是融资期限

较短，不得超过 6 个月；三是对发放预购定金缺乏风险保障手段；四是村级经济组织或企业一般都不愿为种粮大户提供担保。

另外，粮食预购定金的资金来源一般都是由收储公司自筹，资金来源不足，发放数额有限。比如，常山县 2009年全年预购定金

只有 79.5万元，远远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求。 

为破解种粮大户融资难课题，常山县政府于 2009 年 6 月出台了《常山县种粮大户粮食订单质押融资管理实施办法》。具体

做法主要是： 

1．粮食订单质押融资就是以财政部门对种粮大户种粮直补资金，粮食部门的粮食订单收购和奖励资金，乡镇政府、村土地

流转经营权综合作为质押担保，由信用联社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一次性融资服务，目的是帮助、扶持种粮大户发展生产，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2．贷款的对象和用途。贷款对象是土地流转种粮面积在 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和粮食专业合作社；贷款用途是粮食生产资

金需求。 

3．贷款条件。申请贷款的种粮大户和粮食专业合作社与粮食部门签订了粮食订单收购合同，参加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承

诺同意将种粮直补资金、订单收购和奖励资金、理赔款用于归还订单质押贷款。 

4．贷款的额度、期限和利率。贷款额度：原则上为 600元／亩；贷款期限：要求当年 1 2月底前归还（特殊情况可以放宽

到农历春节前）；贷款利率：享受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不加上浮利率。同时，省粮食局对早稻的质押贷款还

有贴息优惠。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粮食订单质押融资贷款做法的积极意义和取得的主要成效有以下 3点： 

一是有效破解了种粮大户融资难的发展瓶颈问题。自身资金不足、缺乏有效融资渠道，是种粮大户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粮食订单质押贷款政策推出后，按照贷款额度标准，加上粮食预购定金，每百亩可以得到生产融资 7 万元，基本上可以不需另

筹生产资金，融资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我们在常山调研种粮大户时，无论是 200亩的还是 1000多亩的种粮大户，都表示融资

不再是大难题，质押贷款解决大头以后，不足部分可以通过信用贷款解决。 

二是有力促进了粮食规模经营的发展进程。粮食订单质押贷款具有很强的指向性。政策出台后，种粮大户纷纷增加了土地

流转面积，经营规模逐步扩大，自身投入逐步加大。在粮食订单质押贷款利好政策的带动下，全县百亩以上的种粮大户从 2008

年的 5 户，到 2009 年迅速增至 37 户，目前已发展到 87 户，其中千亩以上规模的有 3 户，水稻播种面积每年以 18%左右的速度

增长。 

三是圆满实现了粮食部门、种粮大户和金融机构的三赢。粮食部门通过积极推进粮食订单质押贷款工作，切实保障了早稻

订单粮源，有力地稳定了县域粮食生产，促进了粮食安全。同时，以 2015 年为例，县信用联社新增贷款业务 1061 万元，种粮

大户按照应执行利率，利息总额为 92.4 万元，而实际享受贷款基准利率，只需要支付利息 46.2 万元，实际承担利息只是原来

的一半。 



 

 5 

目前，在常山，订单抵押贷款还仅限于水稻，尤其是具有固定订购任务的早稻。在浙江，享受贷款贴息的粮食订单抵押贷

款也仅限于早稻，这是由于粮食部门肩负早稻储备任务所决定的。金融部门之所以认可粮食订单作为质押物，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早稻作为浙江粮食部门的收储对象，价格稳定，风险可控。而这点优势，其他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畜禽产品等都不具

备，因此进一步推广到其他产业也就具有相当的难度。尽管如此，常山粮食订单质押贷款这一做法仍有不少启示。 

一、积极探索口粮订单质押贷款试点政策。可以将常山粮食订单质押贷款的做法拓展到全国范围，从水稻、小麦等基本口

粮入手，积极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口粮订单政策，配合粮食生产大户补贴及农作物保险作为综合质押物，切实解决粮食尤其是

口粮生产大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试点工作，可以有效掌握一批生产基本口粮作物的生产大户、

合作社，为接下来探索口粮作物综合补贴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二、努力推动其他形式的农产品订单质押贷款。从全国范围来看，尤其在小微企业小额贷款领域，以订单作为质押物的贷

款形式已经比较常见。相对粮食而言，水果、蔬菜、花卉、畜产品、水产品等价值往往更高，订单额度更大，只要解决好银行

风险控制的担心，地方完全可以开发出更多适合本地情况的特色农产品订单质押贷款产品。 

三、金融保险互相融合、互相配合是大趋势。常山粮食订单质押贷款操作方式中，除了粮食订单这一关键之外，另外一个

让银行吃下定心丸的是水稻灾害保险。用银行的话说，订单解决了销售风险的问题，保险解决了生产风险的问题，两者对于订

单质押缺一不可。调查中也了解到，衢州市目前试点中的家庭农场综合保险中包括了因为灾害、市场波动等原因导致家庭农产

收入降低的保项，如果再配合上家庭农场的订单，应该能够基本满足银行风控需求。由此也可以看出，金融保险政策组合使用

会加倍放大政策扶持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