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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林区森林保险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福建、江

西、浙江、湖南四省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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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森林保险是政府扶持林业产业的政策性工具，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且试点地区多分布在南方林区，

各试点省份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各具特色，森林保险试点效果也不一样。文章基于福建、

江西、浙江、湖南四省林户的调查数据，比较调研省份的森林保险实施情况。运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和列联

分析等统计方法，探索各省森林保险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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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 1984 年就开始了森林保险的试点工作，至今已经历了近 30 年的历程，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森林保险发展缓慢，

参保率较低，林农参保的积极性不高，保险公司对于森林保险供给不足，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森林

保险制度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政策性森林保险保费补贴工作从 2009 年正式开展，主要集中在福建、江西和湖南三省，2010 年

7 月增加了浙江、辽宁和云南三省。由于森林保险试点地区多分布在南方林区，考虑到经费等因素，本文仅选取浙江、江西、福

建、湖南四省进行研究。四省自然环境、森林资源和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导致政策性森林保险在推广和实施过程中各有不同，

因此，分析各省森林保险的区域差异，了解各省森林保险实施的特点与基本情况，对于森林保险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四省森林保险政策变迁与差异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虽然同为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试点省份，但各省的启动时间不同，湖南、江西和福建启动时间

较早，且各省地理环境的不同，浙江与福建同为沿海地区，湖南、江西属于内陆，造成保险险种涵盖范围上的差异，湖南的综

合保险不包括台风灾害，而浙江、福建省台风灾害是重大灾害之一。自然经济条件的不同，也造成了政府财政补贴上的差异，

浙江省整体上财政补贴水平要高于其他三省。由于各种条件上的差异与限制，造成了各省森林保险发展上的差异，如表 1 所示。

2 四省林农森林保险需求诉求差异

由于各省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中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导致林农对森林保险的需求也有不同的诉求。对

于林农森林保险的需求，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可用，只能采用实地调查方式进行了解。因条件限制，实地调查只选取了四省比较

有代表性的试点县，再从县中选择重点乡镇进行调研，通过座谈会及入户调查对当地的森林保险情况进行研究。此次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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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选取了桐庐、黄岩等市县，福建选择了光泽、大田、邵武和顺昌 4 个市县，江西选取了永新、遂川、泰和 3 个市县，湖

南选取了浏阳、怀化、会同、鹤城 4个市县。在剔除遗漏和错误回答的问卷后，实际可利用有效问卷 360 份。根据调研数据，

从受访林农的基本情况、受访林农对于森林保险的认知、现状与评价、受访林农的投保意愿和需求等方面分析各省森林保险推

行过程中的区域差异。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发现，某些调查变量，如林业年收入、家庭总收入等不服从正态分布。另外，多个调

查变量，如年龄、家庭总收入等，在显著性水平α=0.05 下(表 2)，均不满足方差齐性假定，因此无法采用方差分析来讨论四省

林农森林保险需求诉求差异，在后续分析中采用非参数统计中的 Kruskal—Wallis H 检验进行四省差异比较分析。

2.1 受访林农基本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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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农基本情况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家庭总收入、年龄，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林农从事林业生产的时间以及林农在林业

上的投资等方面，通过 Kruskal—Wallis H 检验发现，在显著性水平α=0.05 下，上述调查内容四省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表 3)。

调查显示：①浙江省林农的家庭收入最高，家庭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的家庭占到调查总数的 38.7%，江西省林农的家庭收入

水平最低，家庭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的林户为四省最少，仅占江西省调查总数的 6.9%，福建省和湖南省林农家庭收入水平差距不

大，70%的林农家庭收入都集中在 5 万元以内。②福建省的林业劳动力相对来说较年轻，主要集中在 42 岁左右，浙江、湖南、

江西三省的林农相对来说年龄较大，浙江、湖南省林农的年龄跨度较大，各省林农主要为中年人，青壮年留守农业工作的较少。

③四省林农家庭成员的学历主要为中专或高中水平，其中，浙江省的学历最高，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达到了 48.5%，远远高出其

他三省，江西省的学历水平比较来说最低，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占到了 36.2%，林农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背景直接影响着林农对

于森林保险的态度与意识。④福建、浙江两省外出务工者与单一从事林业生产者各自参半，湖南、江西两省林农有近 2/3 有外

出务工经历，这两省林农的家庭收入来源相对较广，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林农对林业生产的态度与重视程度，进而影响林

农对森林保险的购买。⑤就受访结果来看，福建省的林农从事林业生产的时间相对来说较短，主要集中在 2～10 年，湖南的林

农从事林业生产的时间最长，半数以上有 20年以上的林业生产经验，江西省林农则与湖南省较相近，浙江省林农从事林业生产

的年限大多在 10～20 年。总体上看，从事林业生产 1年以下的林农数量很少，除了福建省，其他三省几乎不存在新生代林农。

⑥福建省林农在林业上投资较大，1/3 的人数投资在 1 万元以上，林业投资小于 1000 元的林户在四省中也是最少的。湖南省及

江西省的林户在林业投资上的比例分布大致相同，多为 5000 元以下，只有近 1/5 的林户投资在 1万元以上。在林地上投资最少

的是浙江的林农，大半的林户投资在 1000 元以下，近 1/3 的林户投资在 1000～5000 元。福建省造林大户较多，具有一定的投

资规模，非常有利于森林保险的开展，浙江省多为散户林农，基本上都是小规模投资，森林保险的开展更需要林业部门的支持。

⑦在日常林地管理中，福建省林农遇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造林、管护、采伐等经营管理技术缺乏，其次是自然灾害严重，由

于林地太少经营成本高，家庭劳动力不足、生产条件差、政府政策限制、人为砍伐和破坏等问题也较为严重；湖南、江西、浙

江三省林农在管理林地过程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自然灾害严重。湖南省林农在林地管理中还存在着家庭劳动力不足、人为砍伐

和破坏等问题；江西省林农面临着严重的政府政策限制问题，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生产条件不足、造林管护和采伐等经营管理

技术缺乏的问题；浙江省林农在林地管理上遇到的问题相对来说较少，主要集中为造林管护和采伐经营管理技术缺乏及家庭劳

动力不足的问题。由于各省在林地管理中面临的问题差异显著，因此，林业部门及保险公司在开展森林保险时应注意因地制宜，

以便更好地满足当地林农的需求。

2.2 受访林农森林保险现状与认知比较

关于受访林农森林保险现状主要就各省受灾损失、灾害补偿情况进行比较。通过 Kruskal—Wallis H 检验发现，在显著性

水平α=0.05 下，上述调查内容四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如表 4、表 5 所示。从四省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来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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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最为严重的灾害为气象灾害和火灾，湖南省最为严重的灾害为气象灾害、火灾及生物灾害，江西省气象灾害、火灾及人为

灾害最为严重，和其他三省相比，浙江省的林农除了遭受一定程度的冰雪霜冻灾以外还承受了相当大程度的台风灾害。由此可

见，保险公司在推广森林保险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增加单项险，比如浙江可专门增加台风险，不断丰富险种，满足林农需求。

林农对于保险及森林保险的认知对于森林保险的推广具有重要影响，了解林农对森林保险的认知现状，对于森林保险推广

中的采取何种政策措施的决策具有很强的支持作用。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四省的林农大部分有购买保险的经验，过半人数

购买的保险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其中江西、浙江两省林农有近 1/3 购买过保险公司的人寿、医疗、财产等商业保险。比较来

说，湖南、浙江两省购买过森林保险的林户较多。在对森林保险的认知上，四省大部分林农都把森林保险看成是政府主导的一

项惠农政策，有利于森林保险的推广。福建、湖南、浙江三省林农基本上都是从村干部宣传及林业部门人员介绍中了解到森林

保险，江西省林农除了这两种渠道外，也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上了解到森林保险。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四省的

林农对于当地政府和保险公司对于森林保险的具体规定了解程度普遍较低，相对其他三省来说，浙江省最高，但也仅为 12.1%。

四省林农普遍不了解森林保险的投保及索赔程序，其中湖南省林农对于森林保险的投保索赔程序了解度最高，达到了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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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访林农森林保险投保情况进行列联分析，如表 6、表 7 所示，χ
2
=54.846，sig＜α，说明四省份受访林农森林保险投

保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福建省、湖南省的参保情况在 30%左右，江西省的参保情况最不乐观，仅有 8.6%的林农投保，浙江省的

参保情况为四省最高，达到了 72.7%。福建省林农不参保的原因主要是没人组织交保险；湖南省林农未参保主要也是由于对森林

保险不够了解，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林农是由于其他原因没有投保，如没有听说过森林保险或不知道森林保险；江西省未参加投

保的林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对森林保险不够了解而且周围也没人购买森林保险；浙江省林农未投保的原因较多，其中投

保或理赔麻烦在所有原因中占比最高。对政府补贴对林农森林保险投保影响进行列联分析，如表 8、表 9所示，χ
2
=22.432，sig

＜α，说明四省份政府补贴对林农森林保险投保的影响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在已投保的林农中，政府补贴效用最大的是江西省，

68.4%的林农表示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就不会投保；福建、浙江两省仅有 1/4 的林农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不愿继续投保，相对

来说，湖南省的森林保险需求较为刚性，90%的林农表示，即使没有政府补贴也照样会投保。调查发现，福建省、湖南省林农参

保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参保有用，江西省林农参保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极力倡导或要求及费用不高，想试一试；浙江省林农参

保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极力倡导或要求，占到了 44.2%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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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受访林农森林保险投保意愿与需求比较

对受访林农森林保险投保意愿进行列联分析，如表 10～13 所示。当无政府补贴情况下，X
2
=57.570，sig＜α，说明四省份

受访林农森林保险投保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当政府补贴情况下，X
2
=25.678，sig＜α，说明四省份受访林农森林保险投保意愿存

在显著差异。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有 5成以上福建省林农愿意继续投保，政府补贴对福建省林农参保的效用较低，在政

府给予补贴的情况下，投保率只增加了 6.4%；湖南省林农的投保意识最高，在政府不给予补贴的情况下有高达 70%的林农愿意

投保；江西省林农对政府补贴的效用最高，在政府没有补贴时，只有 25.4%的林农愿意投保，如果政府给予补贴，投保率将上升

35.5 个百分点，江西省林农希望政府的补贴额度能达到保费的一半甚至全额补贴；浙江省的林农对于政府补贴的态度大半为如

果没有政府补贴也愿意投保，如果有政府补贴就更好，投保率将更高。四省林农在购买森林保险过程中考虑的因素各有不同，

福建省林农对于森林保险的购买非常注重投保的方便快捷、保险产品的保险内容及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湖南省林农在投保时

对于保额的多少比较看重，对于保险费也具有一定的关注度；江西省林农不仅看重投保和支付的方便性还看重保额的多少；浙

江省林农与其他三省相比在保险的品牌的重视度上最高，林农非常的重视保额及保险费的高低。各省保险公司可根据林农在购

买森林保险上的偏好，可以有选择的提高与改进，以更好的推广森林保险产品。另外，四省林农对巨灾保险的需求也存在差异，

江西两省有一半以上的林农希望能开展巨灾保险，湖南、浙江两省对于特大灾害的森林保险需求相对较低。福建、江西两省可

以试行特大灾害森林保险，湖南、浙江可以在其他两省特大森林保险试点成熟后再参考是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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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通过比较，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四省森林保险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1)区域森林保险的有效需求不同。由于各地经济

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交通设施等方面的不同，造成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存在很大差距，林农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对森林

保险的需求程度，对于林农而言，如果家庭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林业生产，其对森林保险的需求一般来说较高。另外，各地农村

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其家庭成员在教育水平、价值观念、风险意识上不同，林农森林保险意识，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保

险意识的差异也就造成了森林保险购买需求的差异。(2)区域灾害类型存在差异。由于各地自然环境不同，区域灾害类型存在着

一定差异，为了满足林农对森林保险的需求，相关机构在推广森林保险的过程中，应因地制宜，适当增加单项险，不断完善森

林保险产品种类，比如浙江省可专门增加台风险，湖南省可专门增加病虫害险。(3)区域保险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森林保险的

发展水平取决于当地保险业的发展水平，对于保险业起步较早，配套的金融环境、政府政策比较完备的经济发达区域，当地的

保险公司经济实力雄厚，自负盈亏的能力越强，开发森林保险市场意愿比较强烈；而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区域，保险业的起

步较晚，发展不够完善，政府政策及金融环境的配置水平较低，保险公司自负盈亏的能力较差，企业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差，

对于森林保险的开发会缺少兴趣与动力。(4)不同区域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不同的省份，对于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

不同，导致了政府补贴对于森林保险的购买产生的效用不同，但总的来说，政府补贴对于森林保险的购买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5)不同区域林农的购买偏好存在差异。在经济学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仅受商品的价格及市场供给的影响，也会受到消费者

偏好的影响，福建省林农对于森林保险的购买非常注重投保的方便快捷、保险产品的保险内容及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湖南省

林农在投保时对于保额的多少比较看重，对于保险费也具有一定的关注度；江西省林农不仅看重投保和支付的方便性还看重保

额的多少；浙江省林农与其他三省相比在保险的品牌的重视度上最高，林农对于保额及保险费的高低也有一定关注。

伴随着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森林经营的市场化，森林保险的推广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实行适宜区域特点的森林保险，

因地制宜的推进森林保险事业的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森林保险理论与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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