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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绩效评价研究
*1

夏益国 傅佳

安徽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摘 要】：通过对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数据收集，分析了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与解决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近年来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绩效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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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徽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和海洋陆地气候过渡带叠加地区，南北差异较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涝灾害较为频繁，是全国自

然灾害最为频繁的省份之一；淮北及江淮分水岭易遭受旱灾；沿淮地区是洪涝高发区。平均每年因灾损失粮食 15～25亿 kg，棉

花 35～100 万担，油料 4.5～7.5 万 t。表 1显示近年来安徽省受灾面积约占全国的 5%；旱涝灾害的比例更高。

2 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2.1 安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程回顾

早在1980年我国刚刚恢复保险业之初，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安徽分公司的各级基层公司就开始着手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由于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发展迅速，在 1992 年安徽省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顶峰时的 6572 万元。

1995 年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使得保险公司不得不控制业

务规模，此后安徽省农业保险业务逐渐萎缩，至 2004 年安徽省农业保险费收入只有区区 51 万元，仅为 1992 年高峰值的 0.75%，

大部分地市农业保险基本上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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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作为“绿箱政策”的农业保险开始受到政府层面的关注：自 2004 年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2006 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将农业保险提升到服务农业

产业发展、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2007 年开始，中央财政启动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安徽省委托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在全省范围大力开展多种模式的农业保险，全年全省农业险保费收入 5300 多万元，

比上年增长 43 倍。

2008 年 4 月 28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制定印发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

工作的实施意见》，全面启动了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2.2 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运行机制

2.2.1 试点的基本原则。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原则是：政府引导；市场运行；自主自愿；协同推进。“政府引导”

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运用经济杠杆引导鼓励农户、种植大户、龙头企业参加农业保险。“市场运行”是指政策性农

业保险试点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充分发挥保险市场主体保险公司在风险控制中的作用，政府的参与并不是为了替代市场而是

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自主自愿是指市县政府和保险公司以及农户自主自愿地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不搞行政干预，重在引

导。协同推进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涉及面广点多，工作量大，政策性强，需要多部门共同协调推进，建立保险公司与政策职能

部门共同参与、分工协作的承保、理赔工作机制。

2.2.2 试点的主要内容。（1）试点险种。试点的种植业险种主要选择种植面广的大宗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油菜、

棉花和大豆（2009 年增加）；养殖业险种主要选择奶牛和能繁母猪。鼓励各市县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上述险种之外的种、养殖

业特色品种开展保险试点。

（2）保险金额与费率。为了降低试点项目的道德风险，试点险种按照“低保障、广覆盖”的原则确定保险金额：种植业的

保险金额按照标的生长期所产生的物化成本为依据，试点险种的费率根据安徽省相关品种多年的平均损失率，并参照相邻试点

省份费率水平确定（见表 2）。

（3）保险责任。种植业的保险责任为人力无法抗拒的各种自然灾害对投保农作物造成的损失。养殖业的保险责任为重大病

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以及强制捕杀所导致的投保个体的死亡。

（4）保费补贴。试点险种（除奶牛）的保险费由政府补贴 80%，投保人承担 20%。政府补贴的 80%的保费由各级政府分担：

种植业中央财政承担 35%，省财政补贴 25%，市县财政补贴 20%；能繁母猪中央财政补贴 51%，省财政补贴 21%，市县财政补贴

9%；奶牛的保费由中央财政补贴 30%，省财政贴补 21%，市县财政补贴 9%，投保人承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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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点险种风险分担模式。种植业采用“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联办”，保险公司承担经办地区（以市为单位）单季种植

业保费 3 倍以内的责任，3倍以上的赔付责任由政府共担；政府相当于为保险经办机构免费提供超赔再保险。养殖业保险采用“保

险公司自营模式”，由经办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6）保险资金管理。种植业保险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单独核算、封闭运作、财政监督”的管理办法，实行市级统筹；由

经营种植业保险的市级公司在银行开设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专用账户，单独建账，分险种核算，资金在账户内封闭运行。养殖

业保险资金按照常规保险资金管理。

（7）保险理赔。种植业理赔实行：比例赔付，即以投保农作物损失比例作为成本损失比例计算赔偿金额。设置起赔点和绝

对免赔率，种植业理赔起点为 30%，即承保农作物因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率达到 30%（含 30%）以上至 80%时，按照该作物生长阶

段保险金额和损失率计算赔偿，并实行 15%的绝对免赔。损失率达到 80%以上时（含 80%），按该作物生长期保险金额全额赔偿。

（8）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风险的巨灾性，也就是一次风险灾害（如旱灾）可能影响到数百万亩

甚至千万亩农作物，造成保险人巨额的损失偿付，这也是保险人一般不愿从事农业保险的原因所在，也是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

根源。如何应对农业巨灾损失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安徽省的解决思路是在尽可能压缩保险经营费用，规

定种植业的经营费用一般不超过当年保费收入的15%，要求经办机构按照当年保险费收入提取25%的种植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

当年保费结余全额转入种植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并建立省级种植业巨灾风险准备金调剂制度。

2.3 试点中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至 2011 年末，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届满 4年，试点中也暴露了运行上的一些问题：一是试点的种植业保险金额过低，

远不能补偿受灾的农作物成本，影响了到试点农户投保的积极性，投保人尤其是种植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要求提高保障水平的

呼声甚高。二是由于各市县财力状况不一，特别是一些的产粮大市县往往也是财政较困难的市县，县市财政补贴的压力较大，

影响其积极性；三是市级保险资金统筹不符合保险“大数法则”的原理要求，分散风险范围有限，影响到保险资金的运行效率。

自 2012 年 1 月起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一是适度提高保险金额并对保险费率进行了调整，实现风

险程度与产品定价相匹配，调整后的各险种保险金额和费率如表 3 所示。

二是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加大粮食主产区补贴力度。对皖北地区三市七县粮食主产区的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执行中央、

省、市县财政分别补贴 40%、30%、10%标准；省内其他地区的种植业保费补贴，相应执行补贴 40%、25%、15%标准。奶牛保险地

方财政补贴比例从 30%上提高到 40%，农户担负比例相应下调。三是提升保费资金统筹层次，实现风险全省管控。种植业保险资

金仍实行“专户存储、单独核算、封闭运作、财政监督”的管理办法；改变以地级市为风险管控和资金统筹的原有模式，省级

保险经办机构在银行开设农业保险资金专用账户，对全省种植业保险保费收缴、赔款支付实行“两条线”管理。发生单季超赔 3

倍以上的赔付责任，由省政府和市县政府共担。四是下调绝对免赔率标准，提高农户赔偿标准。种植业保险的绝对免赔率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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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到 10%，农户一旦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因灾减产损失，可得到保险金额 90%比例的赔偿，发生绝收损失可获得 100%保额的

赔偿。

3 安徽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绩效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框架基本建立，服务网络逐渐完善

2008 年 4 月 28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并成立了由常务副省长为组长、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省财政厅会同

有关部门先后制订了 8 个配套制度和办法，形成了“1＋8”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为试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网络逐渐完善。截至 2011 年底，保险经办机构设立乡镇农业保险服务站 1314 个，村级农业保险服务

点 15646 个，聘用乡村专职或兼职协保员 18005 人，覆盖乡村的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基本建立；县乡村和经办机构职责明确，一

个分工合理、协作有力、运转高效的基层工作新机制初步形成。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区域和试点品种实现全覆盖

试点区域实现全覆盖。2008 年，全省有 14 个市、63 个县（市、区）参加首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2009 年试点范围覆盖

了全省 17 个市（现为 16 个市）、93个县（市、区），实现了试点区域全覆盖。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品种基本全覆盖。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包括水稻、玉米、小麦、油菜、棉花、大豆和能繁母猪、

奶牛，种植业保险试点品种覆盖全省主要农作物；畜牧渔业由于其保险价值高、道德风险高等因素，目前的覆盖范围有限，有

待于小范围试点积累经验。另外，全省 13 个市推出 16 个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品种，涵盖大棚蔬菜、水果、草莓、生姜、林木、

烟叶、生猪和种鸡等。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投保率大幅攀升

试点四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特别是种植业保险的综合投保率（承保面积与可保面积比）大幅度攀升，种植业的投保率从 2008

年的 17.4%，上升至 2011 年的 87%。2011 年大宗粮食产品如水稻、小麦、玉米投保率均达到或接近 95%（见表 4）。综合投保率

的提升（图 1），一方面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农户的保障程度，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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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风险保障和经济补偿功能凸现

风险保障和经济补偿是保险的首要功能。试点四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的风险保险金额逐年上升，2011 年近 300 亿元，

占当年的第一产业 GDP 的比重达 15%（见图 2），有力地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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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四年，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累计赔付 24 亿多元（见表 5），仅 2011 年赔付 8.48 亿元，686 万次农户获益，户次赔款

124 元。特别是在 2010 年冬至 2011 年春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北方特大旱灾等严重自然灾害过程中，发挥了损失补偿功能，

有力支持灾后恢复生产。

3.5 试点期间政策性农业保险整体平稳运行

除 2010 年低温冰冻灾害和皖北特大旱灾，试点期间我省自然灾害总体平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整体平稳，四年累计实现

保费收入 39.3261 亿元，累计赔付 24348 亿元，简单赔付率约 62%，低于同期全国平均赔付率（见表 5），如果再扣除经营费用

15%，提取 25%的巨灾风险准备金（国元公司提取，人保提取 3.5%），那么从试点四年看，基本上实现盈亏平稳；积累的巨灾风

险准备金为将来应对超常灾害奠定物质基础。

3.6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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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作物播种面积的稳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彻底改变了农户传统的农业生产“靠天收”的风险观念，使得农户的生产投

入具有相当的保障机制，从整体上激励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得我省近年来农作物播种面积稳中有升。

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业保险锁定了农业生产风险。种养大户和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入、承接土地流转的

积极性提高，从而加速了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这将对我省的农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杠杆作用开始显现。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特别的农业大户的收入预期稳定，利用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为保证的借贷

活动得以实现；农户的稳定的预期收入为扩大消费也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四两拨千斤”效果开始显现。

农民群众保险意识增强。广大农民从试点中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农业保险带来的好处，农业保险工作赢得越来越多农民朋友

的认同和拥护。农民群众特别是种养大户、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保险意识明显增强，由“要我保”转为“我要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