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风险认知、风险管理与农险需求

——基于行为金融视角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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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行为金融分析框架，构造风险认知、风险管理、保险认知、保险负担、农业情感五类行为变

量，利用湖北省 351 户微观调研数据检验农户天气指数保险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获得无偿现金援助机会、

家庭劳动力比重及土壤灌溉条件等风险认知和管理因素是影响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最主要因素，农户农业保险决策

显著受到慈善困境效应的影响。进一步通过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五类因素进行排序，其影响程度依次为风险

管理、风险认知、保险负担、保险认知和农业情感。优化农户农业保险决策过程，促进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求在增强农户农险支付能力的同时，注重农户农业风险的认知及管理；同时，亦要有效提升农户农业保险

认知和农业情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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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保险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构成部分，也在文件中得到

反映，“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农业保险虽然以供给为着力点，

但应立足于“农业经营主体需求”。因此，提升农业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有深入认知，特别是要把

握农户农业保险决策的行为过程。另一方面，“行为金融理论”因将行为心理因素纳入行为人的决策考量，对金融决策过程刻

画更为有效，行为结果也更加贴近现实，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然而国内学者对于行为金融的研究

起步较晚，农业保险领域的行为金融研究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文尝试从行为金融视角探讨农户农业保险的需求。

在挑选分析标的时，本文选择天气指数保险来测度。首先，天气指数保险以气象指标为理赔依据，可有效降低被保险人的

道德风险，在道德风险无法有效量化时，规避该因素对农户保险决策的影响，提高模型拟合优度；其次，相较于传统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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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气指数保险机制的复杂性，农户对该险种的认知会强化其农业保险决策过程，因而后文中“保险认知”变量的构造会提

升模型的拟合效果。同时，选择特定的天气指数保险品种———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特定的调研对象———长江流域经济

带的湖北省油菜种植户。一是基于特定的区位优势，长江流域是我国冬油菜主产区，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占全国 90%，也是世界最

大的双低油菜产区；二是基于政策的导向性，农业部 2003 年发布的《“双低”油菜优势区域发展规划(2003—2007)》、2008 年

发布的《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以及国务院 2010 年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奠定了长江流域双

低油菜主产业带的地位。因而，基于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的研究结论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天气指数保险有效需求的研究，国外学者多以 logistic 模型和二阶段估计法为主。Hill 发现教育程度、财富水平、是否

集体投保会显著影响农户农险意愿
［1］

。Akter 指出性别也是农户天气指数保险偏好的主要因素
［2］

。其他以传统农业保险为对象

的研究中，Sherrick 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因素是影响农户保险决策的最主要因素，此外，户主的年龄、农场的杠杆水平及风险管

理也对农户的保险决策产生影响
［3］

。我国天气指数保险自 2007 年首次在上海试点以来，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程静和陶建

平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农户收入水平、天气指数保险认知等因素会影响到农户天气指数保险需求
［4］

。宋博发现除农户农业保险

认知度及农户收入结构外，气象站距离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
［5］

。孙香玉则发现传统农业保险购买经验的增加可

以提高新型天气指数保险的购买意愿
［6］

。

上述研究主要建立在传统经济理论基础上，而国外行为金融学在保险上的研究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初是对传统

保险理论的初步探讨，随后则试图对保险市场的“异象”进行解释。心理账户可以用来解释中等收入群体保险需求不足现象，

由于要将收入分配给不同的心理账户，当存在资金约束时，各个保险账户能够分得的资金很少
［7］

；可得性偏差会导致行为人错

估风险发生的概率，从而对保险的需求造成影响
［8］

；情感因素同样是保险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情感越深，

购买保险的意愿越强烈，风险事故后索赔的积极性也越高
［9］

。而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农业保险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国内学

者对行为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资者资本市场投资决策上，对保险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农业保险的研究更是

不足。

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将风险认知、风险管理，及传统的变量如农户收入水平、农业保险的认知等因素，统一纳入行

为金融理论框架中，探讨农户农业保险的行为决策过程，以期厘清行为变量的作用机理，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

更为有效地促进农业保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行为金融理论分析框架

行为金融的分析框架始于 Kahneman 和 Tversky 提出的前景理论
［10］

。作为一套运用于经济学最成功的心理学理论，前景理

论发展了一套数学化的方法将心理学结合进来，以描述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偏好选择问题。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是被保

险人处理不确定性的一种行为选择。农户农业生产行为亦面临不确定性，农户农业保险行为是农户风险感知、风险管理、保险

认知、保险负担的综合结果。

首先，农户农业保险决策过程始于农户的风险感知。感知到农业生产可能遭受自然灾害的危害，农户才会作出反应。阈值

选择模型揭示了农户在认知约束、时间和资源约束下，依靠经验法则以实现次优选择。当农户感知风险概率低于某一特定水平

时，农户会自动忽视这类风险而不采取任何保险行为；当感知风险概率超出阈值水平时，农户会采取措施对风险进行管理。

其次，农户风险管理措施多样，除正式的风险分担机制，即保险外，农户还可借助传统的非正式的风险分担机制，如家庭

自救、集体互助、政府和社会救助等。慈善的困境揭示了政府和社会的灾害救助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农户投保农业保险的动机
［11

－12］
。在考虑农户农业保险需求时，需将该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再次，农户对农业保险有良好的认知是农户投保的先决条件。农户获取保险信息的渠道多样，媒体、保险公司或政府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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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等常规渠道让农户知悉农业保险。但当保险信息获取成本较高时，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是依靠亲朋邻里，或者简单模仿

其他农户的保险行为
［13］

。同时，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风险分散工具，保险条款的冗长和晦涩难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保险的

认知。因此，农户教育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其投保行为。

最后，收入因素可能是影响农户投保的最主要因素。当农户受到收入或可支配收入的约束，同时无法便利地通过金融市场

融资时，农户的投保意愿会降低。且预算约束并不局限于收入，心理账户同样制约农户保险行为
［14］

。当农户分配到“预防性支

出”心理账户资金受限时，各险种(如家庭财产险、机动车险、寿险、医疗保险等)可能在资金使用上形成竞争。此时，由于保

险预算的紧张，农户可能不会投保农业保险。

此外，情感因素也会影响个体的保险决策行为，行为人对保险标的的情感越强烈，一方面，在保险金额固定的情况下，行

为人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保费；另一方面，风险事故发生后，行为人也愿意为获得固定数额的赔偿而提出理赔
［15］

。农户的农业

保险行为亦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此处，“情感”主要指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情感。

综上，在分析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时，可依据农户农业保险的行为过程，将影响因素归集为五类:风险认知、风险

管理、保险认知、保险负担和农业情感(见图 1)。文中的实证部分以此为基础，通过构造具体指标，探讨农户保险决策影响因素，

并具体比较五类变量的影响程度。



4

三、模型构建、指标设计和基本假设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基础之上。由于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市场为假想市场，在量化双低油菜种植农户农业保险

需求时，可采用支付意愿(WTP)和投保意愿(WTI)两种方法。由于无法找到标的市场，湖北省油菜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尚未推出，

试点的水稻气象指数保险中，水稻与油菜生理机制的巨大差异使得水稻气象指数保险的保险费率无法作为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

险费率的参考，选用支付意愿法(WTP)会使农险需求测算偏差大，因而选取投保意愿法(WTI)来测度农户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

的需求，在简化模型的同时，提升整体拟合精度。

选取农户投保意愿为因变量，愿意投保取值为“1”，不愿意投保取值为“0”。因变量为典型的二元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拟合。自变量则选取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相关行为因素，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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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为农户愿意投保即 Y=1 时的概率，1－p 为农户不愿意投保即 Y=0 时的概率，xi 为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

对(1)式作对数变换得到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如下:

调研数据均来源于 2015 年课题组对湖北省孝感、荆州、黄冈、武汉、襄阳、宜昌六市双低油菜种植农户的调查。问卷的设

计以行为金融为依托，农户农业保险消费决策过程为指导。为保证调研数据的质量，调研过程紧凑且逻辑严密。首先，对调研

人员进行培训，以避免调研过程中调研人员主观引导使得调研结果有偏；其次，选取少量样本进行预调查，从中发现问卷设计

的不足以整理出最佳的调研方案；再次，进行正式的大规模调查，并在调研结束之后将数据输入计算机；最后，对录入的数据

进行数值检验和逻辑检验，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 400 份问卷，回收 376 份问卷，回收率为 94%。其中有效问卷

351 份，有效率达 93．4%。

(二)指标设计、赋值与基本假设

基于农户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决策过程分析框架，本文采用风险认知、风险管理、保险认知、保险负担、农业情感五类

变量来表征农户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讲，各个变量指标体系设计如下:

1．风险认知变量。选取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和土壤灌溉条件反映该变量。通常耕地面积越多的农户其风险意识越强，因此

规模大户对农业保险的接受度更高；耕地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的效率，通常质量越高的农地对自然风险的抵御性

越强，农户的风险意识越淡薄；同理，土壤灌溉条件越好的农地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也越强。这三个指标中，耕地面积为连续

变量，耕地质量和土壤灌溉条件为分类变量。耕地面积对农户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的作用方向为正，耕地质量和土地灌溉面

积作用方向为负。

2．风险管理变量。选取家庭劳动力比重、获得无偿现金援助机会和社会关系网规模来表征。假定农业生产经验和风险管理

能力可以累加，家庭劳动力比重越高的农户其风险管理能力越强；政府补贴和社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农户农业生产的道

德行为风险，即农户依赖救助而减少了对防灾防损的投资，通常，获得无偿现金援助机会越大，农户农业保险的投保意愿越低；

同样，农户还可借助社会关系网来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即社会关系网规模越大的农户风险管理能力越强。三个指标中，

家庭劳动力比重取值在 0～1之间，社会关系网规模则为连续变量。家庭劳动力比重、获得无偿现金援助机会和社会关系网规模

对农户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的作用方向均为负。

3．保险认知变量。选取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和亲戚中有无乡镇干部反映该变量。教育程度越高

的农户对保险的认知越强，也更愿意接受和尝试新事物；农业保险的推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因而村干部和乡镇干部是农

户了解和认知农业保险的主要媒介。三个指标均为分类变量。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和亲戚中有无乡

镇干部对农户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的作用方向均为正。

4．保险负担变量。选取农村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来表征。收入水平是衡量农户购买力的最直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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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业保险视作一种消费品，农户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农业保险的消费意愿越强；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反映了农户的潜在购

买力，大多数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借助于信贷，因此理论上农户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越高，其农险投保意愿越强。两个变量

中家庭年收入为连续变量，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为分类变量。农村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对农户天气指数

保险投保意愿的作用方向均为正。

5．农业情感变量。选取农户非农就业技能、耐用消费品数量、家庭住房情况来反映该变量。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

收入来源之一，当农户存在其他非农就业技能时，农户为农业生产投保农业险的意愿会降低；此外，当农户财产险心理账户资

金有限时，分配到耐用消费品和房产及农产的资金会形成行为竞用。因而，农户耐用消费品和房产越多，投保农业保险的意愿

会越弱。三个指标中，耐用消费品数量为连续变量，农户非农就业技能和家庭住房面积为分类变量。农户非农就业技能、耐用

消费品数量和家庭住房面积对农户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的作用方向均为负。

指标设计和赋值见表 1，模型的基本假设见表 2中“基本假设”一栏。

表 1 指标设计与赋值

变量类别 指标设计 赋值

风险认知

耕地面积（CA）

耕地质量（ALQ）

土壤灌溉条件（1C）

家庭总耕地面积（亩）

很好=1，较好= 0.75, 一般= 0.5,差= 0.25,很差=0

很好=1，较好= 0.75,一般= 0.5,差= 0.25,很差=0

风险管理 家庭劳动力比重（LP） 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人数比重

获得无偿现金援助机会（RO）

社会关系网规模（SN）

容易=1，较容易= 0.75,一般= 0.5,困难= 0.25,非常困难=0

寻找外出务工机会可求助的亲友数（人）

保险认知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EDU）

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VC）

亲戚中有无乡镇干部（TC）

大专及以上=1，髙中= 0.75,初中= 0.5,小学= 0.25,文盲=0

有=1，无=0

有=1，无=0

保险负担 农村人均家庭年收人（AHI） 家庭实际人均年收人（元）

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LO） 容易=1，较容易=0.75,一般= 0.5,困难= 0.25,非常困难=0

农业情感
农户非农就业技能（NAS）

耐用消费品数量（CD）

有=1，无=0

农户拥有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数量（件）

家庭住房（HA）
拥有 8 间房及以上=1，6～8间房= 0.75,4 ～ 6 间房=0.5，2 ～ 4间房=

0.25,草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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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指标描述性统计及基本假设

变量类别 指标设计 均值 标准差 基本假设

投保意愿（Y） 愿意=1，不愿意=0 0.2685 0.4432

风险认知 耕地面积（CA） 6.7276 4.0822 +

耕地质量（ALQ） 0.3811 0.1645 -

土壤灌溉条件（1C） 0.4715 0.1780 -

风险管理 家庭劳动力比重（LP） 0.5576 0.1478 -

获得无偿现金援助机会（R0） 0.4566 0.1153 -

社会关系网规模（SN） 2.9744 1.9144 -

保险认知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EDU） 0.4110 0.1353 +

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VC） 0.1111 0.3147 +

亲戚中有无乡镇干部（TC） 0.2450 0.4307 +

保险负担 农村人均家庭年收人（AHI） 7568.1 1499.5 +

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L0） 0.3177 0.1718 +

农业情感 农户非农就业技能（NAS） 0.4925 0.4994 -

耐用消费品数量（CD） 4.4302 1.1136 -

家庭住房（HA） 0.5712 0.2250 -

注: 基本假设中“+”“－”分别表示变量与农户农业保险的投保意愿正、负相关。

(三)描述性统计

指标体系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其中，耕地面积取值位于 2～30 亩之间，社会关系网规模取值位于 0～15 人之间，农村人均

家庭年收入取值位于 3000～150000 元之间，耐用消费品数量取值位于 2～7 件之间。其他指标均值均位于 0～1之间。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回归结果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3。由表 3可知，除耕地质量、从银行获得贷款机会及家庭住房面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指标均对

农户投保意愿有显著性影响。其中，除耐用消费品数量的结果与基本假设不一致外，其他指标均与基本假设保持一致。

表 3 农户农业保险投保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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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别 指标设计 系数值 发生比率 与假设是否一致

风险认知 耕地面积（CA） 0.3879 *** 1.474 一致

耕地质量（ALQ） 2.4261 11.315 不一致

土壤灌溉条件（1C） -12.7733 *** 0.000 一致

风险管理 家庭劳动力比重（LP） -12.1523 *** 0.000 一致

获得无偿现金援助机会（R0） -15.8055 *** 0.000 一致

社会关系网规模（SN） -0.9437*** 0.389 一致

保险认知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EDU） 3.7047* 40.639 一致

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VC） 1.9578 ** 7.084 一致

亲戚中有无乡镇干部（TC） 1.1874* 3.279 一致

保险负担 农村人均家庭年收人（AHI） 0.0007** 1.001 一致

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L0） 0.8485 2.336 一致

农业情感 农户非农就业技能（NAS） -2.6842*** 0.068 一致

耐用消费品数量（CD） 0.7849** 2.192 不一致

家庭住房面积（HA） 0.3240 1.383 不一致

注: * 、**、***分别表示 10%、5%和 1%显著性水平。

对农户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影响程度较高的指标依次为:获得无偿现金援助的机会(－15．8055)、家庭劳动力比

重(－12．7733)、土壤灌溉条件(－12．1523)，当这些变量取值由 0 到 1 变动时，农户投保意愿将极大幅度降低。然而农村家

庭年收入虽对投保意愿影响显著，但其发生比率仅为 1．001，表明农村家庭年收入每增加 1个单位，农户农业保险的投保意愿

仅增加 0．001 倍。其他指标的影响程度居于二者之间。

(二)结果解析

耕地质量对农户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不显著，表明耕地质量不是农户农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耕

地质量虽然影响农户的风险认知，但一方面耕地质量高的土地，农户感知风险的概率越低；另一方面，耕地质量高的土地，农

户的期望收益也越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户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两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了。

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对农户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良好的银行贷款资源在增加农户农业保险

潜在购买力的同时，也消除了农户为防御自然风险所做的努力，因为即便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农户也可通过银行贷款来维持

生计。两者的作用力相反，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谁的作用力更强。

家庭住房面积对农户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影响也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家庭住房作为不动产，对其的保障在一定程

度上会与农险资金形成竞用；另一方面，家庭住房面积越大的农户家庭财富越多，其家庭购买力越强。二者作用相反，对农户

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也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谁高。

耐用消费品数量对农户农险需求的作用与假说不一致，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耐用消费品作为财产性资产，对其的保障与农险

资金形成竞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家庭耐用消费品在一定程度上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也间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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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农户的农业保险意愿。因此，家庭耐用消费品数量对农户农业保险投保意愿影响为正。

其他指标对农户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投保意愿影响显著且与假说一致。由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影响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

最主要因素为风险管理因素，其次是风险认知因素，而一般文献中反复强调的保险负担因素影响则相对较低。在调研中也发现

农户对每亩 0～25%的保费支付呈一定的开放态度，单纯保费的提升并不会显著恶化农户的福利水平。但农户农业保险的消费合

理化需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如农户对风险有良好的认知且风险超过农户的风险管理能力等。上述五类变量对农户农业保险需

求影响程度还需进一步考察。

(三)影响因素的再处理和行为变量的比较

由于五类变量中指标体系的设计在量纲、数量及符号的不一致导致无法直接比较五类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有必要对指标

体系和原始数据进行再处理。

按如下步骤对指标体系和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首先，剔除掉回归中不显著的 3 个指标，只保留原指标中的 11 个；

其次，为消除量纲及保证指标具有直接可比性，对指标耕地面积(CA)、社会关系网规模(SN)、农村家庭年收入(AHI)和耐用

消费品数量(CD)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如下极差标准化方法: ；

最后，为保证同一变量内的指标效果可以累加，对风险认知变量中的土地灌溉条件(IC)和农业情感变量中的农户非农就业

技能(NAS)指标值作反向处理，公式为 。

为考察五类变量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影响及影响程度大小，需对五类变量的指标体系进行整合。采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

析法对处理后的五类行为变量、11 个指标进行赋权。具体步骤如下:选取 15 位农业保险专家，其中农业保险研究人员、农业保

险从业人员、农业保险消费大户各 5人；设计问卷请专家为各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取值在 0～1之间；采用层次分析

法，对问卷获得的基础数据构造判断矩阵，得出二级指标的权重如表 4。

表 4 指标变量赋权

变量 风险认知 风险管理 保险认知 保险负担 农业情感

指标 CA 1C LP RO SN EDU VC TC AHI NAS CD

权重 0.43 0.57 0.28 0.34 0.38 0.14 0.43 0.43 1.00 0.63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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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合的五类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行为变量的 Logistic 估计结果

行为变量 回归系数 发生比率 影响程度排序

风险认知 8.5157 *** 4992.5 2

风险管理 -22.6686 *** 1.43E-10 1

保险认知 2.9382 *** 18.88 4

保险负担 6.5945 *** 731.1 3

农业情感 1.8121 *** 6.1231 5

注: ***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由于五类变量均处于同一数量级水平，可对五类变量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程度进行直接比较。由回归结果可知，风

险管理因素是影响农户农险需求的最主要因素。当农户风险管理水平向 1 迫近时，农户农险投保意愿会显著降低。其次是风险

认知因素，当农户农业风险感知水平缓慢提升时，农户农险投保意愿会显著提升。第三位因素为保险负担因素，当农户保险负

担能力由 0 提升为 1 时，农户保险投保意愿增强 730 倍。保险认知因素和农业情感因素影响程度则相对较小，当二者取值从 0

增加为 1 时，农户农险投保意愿分别提升 17．9 倍和 5．1倍。

因此，提升农户农险需求还需从农户微观行为层面出发，提升农户农业风险认知，当农户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且农户保险负

担能力显著提升时，农户农业保险需求会显著改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行为金融为理论框架，依托采集的 351 户农户微观数据，以湖北省双低油菜天气指数保险为对象，将农业保险需求

问题转化为投保意愿问题，探讨其影响因素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第一，农户农业保险需求除传统的农户人口统计学因素、农户经济因素及农业生产因素外，诸如社会关系网规模、获得无

偿现金援助机会、耐用消费品数量等非常规因素也会影响农户保险需求。这些因素对农户保险需求的显著性影响也从侧面论证

了农户农业保险“慈善困境”“心理账户”“情感投射”等现象的存在。

第二，风险管理、风险认知为影响农户农险需求的最主要因素，表明农户的投保行为首先基于其自身对农业风险和风险管

理能力的判断，农业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当且仅当农户预判农业风险超出自身管理水平时，才有可能触发农户

的投保行为。对政府和保险公司而言，在推广农业保险时，可基于农户的风险认知和风险管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引导农户农

业保险的合理消费。

(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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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结论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政府提升农户农业保险需求，促进农业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首先，单一的农业保险补贴措施并非是促进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有效手段。政府干预的重点应当放在提升农户风险感知，

同时引导农户对风险管理有新的认识上。

其次，在对农业保险市场进行干预时，还应当考虑农户农业保险的决策心理。类似“慈善困境”“心理账户”“羊群效应”

的行为心理是使得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偏离最优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应当纳入政府农业保险政策制定中。

最后，农户农业保险需求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农户综合环境、保险和自身信息的结果。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推广也应

当以农户的农险需求为出发点；同时，保险公司也应对农户农业保险决策过程有清晰的认识。通过找准突破口，最大化开发农

户农险需求，促进保险市场完善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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