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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A-Tobit 面板模型的农业保险补贴 

扶贫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南省为例1 

黄渊基，王 初，刘 莹 

【摘 要】：我国农业保险在引入财政补贴后，其保费收入、赔付总额、参保农户数等指标都取得了明显的增长，

而农业保险对于扶贫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农业保险补贴扶贫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农业大

省湖南省为例，首先利用 DEA模型测算湖南省 14个州市 2008〜2014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再运用 Tobit

模型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政策性农血保险市场总体上处于有效状态，

参保农户数、风险保障、受益农户数、已决赔款和政府保费补贴显著影响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基于此，提出进一步

提高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以及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作用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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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逐步深入的农村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反贫困步伐明显加快，扶贫开发正处在快速脱贫

致富、生态环境改善、发展差距得到缩小的关键时期。农业保险精准扶贫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新思想新要求

的一个重要有效工具，在精准扶贫中，农业保险可以发挥稳定器、安全网的重要作用。中国当前农业保险补贴的来源 80%是财政

资金，因此，随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并作用于精准扶贫的情况下，怎样提高农业保险市场和农业保险补贴扶贫效率以更好

服务于农村反贫困事业，成为当前急需攻关的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外对于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支农扶贫效应和在精准扶贫与农业保险补贴创新关联研究成果方面相对于国内更早更深入。关

于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支农扶贫效应研究，许多发达国家开展农业保险实践较早，Paul Mayet 较早提出农业保险政策有助于稳定

农户经济，促进农村金融发展；Hazel Nelson和 Loehman Knight和 Coble等也分析了农业保险补贴对农户的作用，对作物产出

的弹性，在补贴政策的正负效应方面仍存在不少争议。[1]Hosseini 和 Gholizadeh，结果显示，农业保险使农民的收入波动下降

了 13.4%；在精准扶贫与农业保险补贴创新关联研究成果方面其成果主要在于强调农险补贴如何与其他扶贫手段配合发挥支农扶

贫作用。Hohb 考察了农业保险在金砖四国的发展状况，明确指出因实施财政补贴政策，中国农险保费收入预计将增至 25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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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对于中国消除贫困而言，影响并不如其他政策明显。Goodwine 的研究表明，保费补贴增加 30%时，农户种植面积会增加

0.2%〜1.1%；[2]Borck和 Wimbersky也认为，与提供贷款、突发事件援助等支农手段相比，农户对补贴政策的偏好及接受度更高。
[3]
 

国内农业保险研究起始于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的分析。刘京生（2000）认

为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及农民的低收入问题，国家采取财税政策补贴农业保险是国际通行做法；而柯炳生（2001）则认为，农业

保险应以实验为主，与农业保险相比，传统灾害救济支农效果更明显。针对当前农业保险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周延礼（2012）

指出当前农业保险的发展应着重于农业保险制度的基础建设，增强农业保险服务能力的建设，规范经营行为，并且设定风险防

范的底线。在实证分析方面，钱振伟（2013）等运用 DEA方法对我国 2011年度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各地

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效率不均衡；冯文丽（2013）通过 DEA—Tobit模型分析得出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呈现有效率状态，农作物面积、

农民人均收入、保险费率、赔付率等因素显著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效率；沈辉（2014）则指出，将发展特色农业保险纳入

“精准扶贫”战略，在一些投保率达到 30%以上的区域提高保费补贴率，同时对促进本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的几种主导型特色优势农产品开展保险；李鸿敏、冯文丽等（2016）提出农业保险精准扶贫需要政府精准扶贫，保险

公司精准开发新险种，加强贫困地区保险的精准宣传和完善精准的支持保障措施。 

从文献回顾中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保险扶贫模式及绩效评价方面，由于各国国情差异巨大，尤其发达国家的经验成果

难免会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意味着立足我国实际，深入、准确理解精准扶贫的内涵特征是展开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前

提。[4]研究政府对于农业保险补贴扶贫的效率、分析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精准扶贫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二、实证分析 

1.基于 DEA模型的湖南省各州市农业保险扶贫效率测算 

（1）效率测算的 DEA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是近 30年来迅速开展起来的非参数生产前沿面板模型，是一种“面向数

据”的核算办法，用于测算一组具备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的决策单元（DMU）的绩效和相对效率。该方法应用线性规划构建有效

率的凸性生产前沿边界，与此前沿比较能够辨别低效率的决策单元及其效率值大小。其理论基础是由投入和相对应产出构成的

生产可能集，在要素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使产出最大的各种要素投入组合为“生产前沿”，它表示一组要素投入量所对应的最

大生产能力。经过相比实际生产活动同生产前沿的距离，能够反映出决策单元生产活动在效率上的损失，进而求出相对有效性

（即相对效率）。用 DEA 方法既能够从投入的角度（投入导向），也能够从产出的角度（产出导向）来测算技术效率。基于前

一角度衡量的技术效率，用来评价为了得到相同的产出应使用何种比例的投入才能做到投入最少；基于后一角度的测算则有助

于发现如何使相同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这两种方法测算出的效率水平是完全相等的，而在规模

报酬可变的假设下，结果则可能不同。就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扶贫效率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在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有效

增加产出。因此，本文将用 DEA-BCC 产出主导型模型，从产出的角度来测算出湖南省各州市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

模效率。研究探讨如何在既定的投入下得到最大的产出。测算过程使用 Deap2.1软件。 

（2）构建理论模型。假设有 n个 DMU，每个 DMU有 m项输入指标和 s项输出指标，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xik（i=1，2，…

m）表示第 k个决策单元的第 i个输人变量：（j=1，2，…，s）表示第 k个决策单位的第 j个输出变量。转化成线性规划模型： 

上述模型中θ是被考察决策单元的综合技术效率值，满足 0≤0≤1，当 0=1时，则该决策单元位于效率边界上，表示这个决

策单元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比，生产效率水平就越高，即认为是有效的。当θ＜1时，则该决策单元位于效率边界之外，处于缺

乏效率状态。 

（3）指标选取与模型计算。本文选取参保农户户次、保险金额即风险保障、受益农户户次、已决赔款和政府保费补贴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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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作为投入指标，以农业保险保费作为产出指标。[5][6] 

 

第一，参保农户户次表明农业保险需求的变量，也反映了农业保险普及程度，同时说明扶贫的覆盖范围越大；第二，风险

保障，表明农业保险提供保障程度的变量，提供的保障程度越大农险扶贫的作用越大；第三，受益农户户次，表明农业保险保

障效果，也反映了农业保险的脱贫效果；第四，已决赔款表示农业保险赔付支出的变量，也反映了农户受灾状况，第五，政府

保费补贴反映了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力度的变量；第六，农业保险保费则反应了农业保险市场规模。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数据的时间区段为 2008〜2015 年，数据截面包括湖南省 14 个市州，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

国保险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省保监局。运用 Deap2.1软件，将各种数据代入得到 14个

决策单元每一年的农业保险效率值，可得到 2015年湖南省各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 

整体上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综合技术效率值为 0.994，技术效率值为 0.995，规模效率值为 0.999，总体处于有效率

状态。在 14个决策单元中，有 7个州市的 TE、PTE和 SE均为 1，即总体上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达到了 50%的有效率，说

明这 7个州市的政府保费补贴得到了充分利用。而剩下 7个州市的效率值低于 1即处于低效率状态，分别为长沙、湘潭、邵阳、

郴州、永州、娄底和湘西。其中湘潭和郴州的 SE 为 1 但 TPE小于 1，说明这两个市的纯技术效率为制约其效率的主要因素。而

长沙、邵阳、永州和娄底的 PTE 和 SE 均小于 1，说明这四个市的政府保费补贴效率极低、补贴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补贴政

策没有发挥其该有的作用。另外考虑规模报酬情况，长沙、娄底和湘西的规模报酬处于递增水平，说明政府保费补贴将有助于

农户扩大风险保障范围和水平、稳定生产经营和提高再生产能力。 

2.基于 Tobit方法的湖南省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1）受限因变量 Tobit 面板模型及变量选择。在效率测算和评价过程中，DEA 模型使用了决策单元能够控制的投入和产出

变量，却没有考虑到其余一些决策单元不能控制的因素，而这些不可控因素的差别是形成决策单元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但是，

由 DEA模型测算出来的效率值得取值范围是[0〜1]，属于截断数据，若直接以该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用 OLS（普

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参数的估计将是有偏的且不一致。要避免 OLS 估计带来的偏误，往往使用受限因变量模型即

T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 

以下是 Tobit模型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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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中，Zi为湖南省 14个州市 2008年至 2014年的农业保险综合技术效率值 0=1，2……，14），xi为农业保险财政补

贴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视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分别为参保农户户次、保险金额即风险保障、受益农户户次、已决赔款和政

府保费补贴，B
T
为待估参数。

[7][8]
Tobit 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解释变量 Xl取实际观测值，而被解释变量 xi只能以受限制的形式

被观测到。当 zi＞0 时，“无限制”观测值均取实际的观测值；当 zi≤0 时，“受限”观测值均截取为 0。可以证明，用极大似

然法估计出 Tobit模型的 BT和δ2是一致估计量。由于下文测算得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扶贫效率值为面板数据，因此使用面板数

据随机效应 Tobit模型进行分析。 

（2）回归结果及分析。对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的影响因素运用 STATA软件进行 Tobit回归分析，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的面板数据代入模型，得到回归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显著性为 0.0000，说明在整体上模型拟合得很好。分别在 1%的置信水平下，共有五个变量显著，

分别是参保农户数、风险保障、受益农户数、已决赔款和政府保费补贴，均通过检査。从系数大小可以反映出这些变量对于政

策性农业保险效率值的影响程度，分析回归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参保农户户次数显著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呈正相关关系。参保农户户次数的系数为 0.0260322，说明参保

农户户次数增加 1%，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提高 0.0260322%。这是系数最大的一个变量，说明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的

影响最大。这可能是由于参保农户户次数越多，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覆盖面积就越广，农险扶贫的对象越多，扶贫效率就

越高。 

二是风险保障显著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 0.0434362，说明保险经营机构提供的风险保障

越大，一方面，扩大了保障程度，有助于扶贫工作的进行；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投保积极性，刺激农业保险的需求，

从而扩大扶贫的范围。因此，风险保障越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越高。[9] 

三是受益农户数显著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系数为 0.003378，呈正相关关系。从农业保险中受益的农户数越多，

说明农业保险发挥的作用越大，农户脱贫效果越明显，因而扶贫效率越高。 

四是已决赔款显著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呈负相关关系。已决赔款的系数为-0.0391948，说明已决赔款增加 1%，

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下降 0.0391948%。出现该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本文选取的产出指标为签单保费即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已决赔款为保险经营机构对于农户的赔偿情况，当赔偿数越大，保费收入用于赔款支出的数值越大。因此，已决赔款增加时，

想提高产出指标的难度越大，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也就会越低。 

五是政府保费补贴显著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呈正相关关系。[10]政府保费补贴的系数为 0.0155904，说明政府保

费补贴增加 1%，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提高 0.0155904%。政府保费补贴表示的是政府对于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当前中国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的主要来源就是政府财政，因此，政府保费补贴越多，保费收入就越多，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也就越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本文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DEA模型对湖南省 2008年至 2014年 14个州市的效率值进行测算，并运用 Tobit面板模

型分析了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的因素。研究结论表明：第一，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总体比较有效，有 7 个州市

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占 50%。其中，怀化和张家界市是湖南省贫困县较多的地区，而这两个市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处于有

效状态，说明政策性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它的功能以及对于扶贫产生了积极效果。另外，湘西是湖南省最贫困的地区，虽然湘



 

5 

西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暂时处于低效率状态，但是目前湘西的规模报酬处于递增水平，说明政府保费补贴将有助于农户扩大

风险保障范围和水平、稳定生产经营和提高再生产能力，也说明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助于湘西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第二，

参保农户数、风险保障、受益农户数、已决赔款和政府保费补贴这五个变量显著影响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值。 

2.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两个结论，本文提出进一步提高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以及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精准扶贫中的

作用的政策建议。 

（1）参保农户数和受益农户数与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正相关，参保农户数和受益农户数越大，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

率越高。这个结论对客观评价湖南省各州市农业保险扶贫的发展效果具有现实意义：要采取有效措施刺激农业保险需求，特别

是贫困地区的农业保险潜在需求量很大，因此，政府以及农业保险经营机构要更加重视贫困地区的农业保险宣传力度以及加大

农业保险赔付力度，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农业保险支农惠农效果。 

（2）风险保障与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正相关，保险经营机构应提高风险保障程度，增加投保品种与保障力度，特别是

要因地制宜，根据贫困地区特色来开展新的特色农业保险险种。 

（3）政府保费补贴与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正相关，各级政府保费补贴越多，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越高。当前，虽

然政府保费补贴的比例已经达到 80%，但是农业保险主要保生产成本，保险金额较低，而且由于湖南省投保品种有限，主要集中

在水稻、油料作物和能繁母猪，因而补贴品种有限，导致保费补贴的总规模相对来说还很小。总之，政府要在提高农业保险补

贴规模从而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4）基于农业保险是实施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有效工具，因此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让农业保险更好地作用于精准扶贫。 

一是政府层面。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的开展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保障，而农业保险参与精

准扶贫最坚强的后盾也是政府的财政资金，政府财政资金对于保费补贴和巨灾风险基金建立至关重要。同样在扶贫工作中，由

于贫困地区政府财政资金本身就非常紧张，政府财政补贴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对精准扶贫工作顺畅开展很重要，因此政府对于农

业保险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影响。[11]各级政府应重视农业保险对于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在积极完善财政补贴政策的基础上给

农业保险作用于精准扶贫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保险经营机构层面。精准扶贫不是简单地送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发展生产上。我国多年的扶贫

经历证实，要想解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产业扶贫，产业扶贫同样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贫困地区人们摆脱贫穷的

必由之路。贫困地区大多靠农业生产作为生存发展来源，因此要想摆脱贫穷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特色致富农业。农业保险扶

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保障，保险公司作为农业保险的经营者，首先，必须要从客户实际需求角度出发，注重进行供给侧改革，

更要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因地制宜，发现当地特色，根据贫困地区农村具体的经济状况，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创新特色

农业保险产品。[12]其次，保险公司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及时赔付，使得受损农户及时从损失当中恢复过来，从而提高再生产能力。

最后，保险公司在业务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农业保险相关信息数据并保留下来作为今后的重要参考资料，农业保险中自然风险具

有不可控性但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收集足够的信息有助于未雨绸缪。 

三是教育层面。计划经济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小农意识很重、习惯了认为风险和损失是天意等，这是中国大多数贫困地

区的现状。保险的意识在中国现在还不是很强，也没有得到完全认同，特别对于贫困地区的人们而言，大都听到保险就敬而远

之，他们就更加难以接受农业保险。因此，农业保险要参与精准扶贫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普及保险教育特别是关于农业保险

的教育。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过讲解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例宣传农业保险，让大家了解农业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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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看到农业保险支农惠农的效果；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依托农村基层组织来宣传国家的农业保险政策、保险经营机构应

专门组织力量、培训骨干为农民提供相关业务服务。首先帮助农民消除侥幸心理，然后提高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和保险意识、

贫困地区人口对农业保险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从而进一步培养他们的保险消费习惯，引导群众主动要求致富，提高贫困地区

自我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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