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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断深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的作用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广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10年发

展，已成为解决农业风险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分析当前广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现状和存在的风

险问题，提出广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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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产业的不断重视以及我国现代农业的突飞猛进和保险经营技术的

不断提升，带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大幅增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和保险责任也不断扩大。四川

省广安市是邓小平同志的家乡，作为一个典型的西部农业大市，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不断推进政策性农业

保险的发展。

1 广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情况

2017年，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1.33亿元，较 2016年增长 1539万元。全年种植业投保面积

已达到 27.99万 hm2（其中水稻 10.97万 hm2、玉米 4.86hm2、油菜 5.13万 hm2、小麦 3.2万 hm2、马铃薯 3.82

万 hm2），投保农户达到 135.8万户次，获得赔款 4625余万元，受益农户 71.6万户次；养殖业投保数量已

达到 151.8万头（其中能繁母猪 21.3万头、育肥猪 130.5万头），投保农户达到 17.3万户次，获得赔款

3235余万元，受益农户 9.6 万户次；林木业投保面积已达到 12.95万 hm2（其中公益林 7.05 万 hm2、商品林

5.9万 hm2），投保农户达到 13.7万户次，获得赔款 40余万元，受益农户 320户次。

2 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措施

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广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良好，对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农民收入、促

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发挥了保障作用，呈现积极、稳定、良好的发展态势。

2.1 完善服务体系从2007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至今，广安市各县（市、区）政府分别成立了政策性

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保险承办机构针对农户分散、农险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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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量大、投保品种时间不一致等特点，分、支两级机构均专设了农险部，负责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同时，

构建了“农村保险营销服务部、乡（镇）三农服务站、村级三农服务点”三级服务网络体系，形成了“网

络连成片，服务面对面”的服务优势。根据统计，至 2017 年末，市辖 181个乡镇（办事处）、2769 个行

政村共设立三类服务站点 2950个，服务人员达 3000余人，促进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有效开展。

2.2 丰富保险产品

2.2.1 目前，辖内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已由最初的能繁母猪、育肥猪、水稻、玉米扩大到马铃薯、

小麦、油菜、森林（商品林、公益林）等 8个品种，涉及广安市主要农业产品，为广大农户提供了超过 30

亿元的农业生产风险保障。

2.2.2 近两年，广安市按照“区域、流域、全域”布局思路，因地制宜发展优质粮油、生猪、柑桔、蔬

菜、花卉药材五大主导产业和优质花椒、葡萄、梨、蚕桑、水产、牛羊、林竹七大特色产业，地方特色政

策性农业保险不断深入，目前已开办险种有：小家禽（鸡）、猕猴桃、龙安柚、葡萄、露地蔬菜、花椒、

柑橘、生猪价格指数、桑蚕等，为广安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保障。

2.3 加强政策宣传近年来，政府和保险承保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报纸、电视、广

播等传统形式，微信、短信等新时代传播方式，以及针对农村的逢场天摆摊宣传、宣传单、宣传年画、宣

传标语等方式，全方位地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宣导。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的广泛宣传，广大农

户对国家这一支农惠农政策有了更多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受灾农户及时得到兑付赔款，示范效应明显。广

大农户逐步意识到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优越性，参保意识逐渐增强。

2.4 规范合规管理广安市政府和保险承保机构持续深化政策性农业保险依法合规经营与规范管理，把

合规经营作为衡量农险工作的“硬指标”，有效控制经营风险，推动全市农险业务健康发展。

2.4.1 “显”政府引导。一是重点突出“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每年广安市政府及所辖县（市、区）都

下发当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文件，提出工作要求，引导工作开展。二是针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竞争状

况，由市政府出台了《广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进入和退出管理办法》，规范农险市场。三是每年市政府组

织各相关部门对各县（市、区）进行现场检查。四是每年广安市委农办把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纳入到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经济工作考核中。

2.4.2 “强”资金管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及财政补贴资金由各级财政部门和保险承办机构建立专户

进行管理，每年年底据实结算、及时划转、多退少补、按时清零，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2.4.3 “严”制度执行。坚持承保收费到户、凭证发放到户、损失确定到户、赔款支付到户制度。承保

环节中，保险承保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严格执行逐户宣传、逐户核实、逐户收费的要求，确保承

保数据真实；理赔环节中，保险承保机构加大灾害核实力度，简化赔款划转流程，统一由保险公司直接打

卡到受灾农户，减少中间环节，缩短赔款到账时间。

2.4.4 “明”操作公开。农户投保情况、受灾理赔情况等均按要求在村委会公示栏及时进行公示，并留

存公示资料，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2.4.5 “优”服务快捷。政府相关部门和各保险机构加强了理赔时效管理，通过健全保险服务队伍，优

化理赔手续等措施，农业保险理赔周期进一步缩短，根据调查，农户从受灾报案到结案理赔一般 10个工作



日左右，最快的 2-3个工作日即可理赔兑付到位，做到了勘查及时、赔付快速，大大提升了政府形象和农

业保险的信誉。

2.5 突出政策支持广安市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市级财政和所辖县级财政均不富裕，但各级政府领导都

很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从 2007年开始，每年均按时拨付市级和县级财政应匹配资金。从 2013年开

始，逐渐推动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工作，首先从财政予以资金支持，其次加大政府考核表彰力度，三是政府

支持保险机构建立和完善农村保险服务体系，在选择保险承办机构时，优先选择服务好、网点齐、队伍强、

有实力的保险公司。

3 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从 2007年在全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来，通过各级政府

和保险承办机构的共同努力，保险覆盖面、保险渗透水平、保险对灾害损失的补偿作用等方面有了较大改

善，但是由于我国农业整体水平不高，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未能有效显现，特别是广

安市属于内陆欠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的现状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实施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

难，主要表现在：

3.1 市场竞争规范难我国的保险业历史较短，各家保险公司从业年限不长，网点机构和人员覆盖城乡

的保险公司少之又少。近几年，虽然有对经办农业保险的机构出台承保、理赔操作规范，以及对保险公司

资质有些要求。但目前国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特别是农业保险市场准入由审批制改为目录制，并没有出

台完善的制度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在确定保险经办机构时，随意性较大，没有充分考虑农业保险“点多、

面广”的特点，部分地方甚至出现“机构广、人员多、实力强、经验丰富”的国有保险公司竞争不赢“刚

开业、无网点、人员少”的保险机构。

3.2 农险业务发展难广安市农业人口 372万，人均耕地 0.065hm2，从业人员主要是中老年劳动力，以

小农经济为主。一是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窄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

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不愿意付出保险成本；二是政策宣传不到位，许多农民对保险认识不足，风险

管理意识差，现阶段农业保险主要以低保障、低保额的形式，相对农民劳动付出而言，保险保障水平较低，

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3.3 农户信息收集难

3.3.1 承保信息：广安农业生产仍然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为主，规模化经营者极少，加之农业季节

性和生产周期短的特点，承保收费和信息收集工作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十分困难。目前农村有文化、有

知识的青壮年多外出务工，在家农户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不能主动提供个人及保险信息，而农业保险属于

财产保险类别，验标工作十分重要，经办机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时间内准确收集农户及标的信息

的工作难度十分巨大。

3.3.2 理赔信息：农险业务点多面广，被保险人分散四处，标的分布四面八方，标的一旦受损，现场

勘察定额､赔付兑现等工作量很大，所需人力､物力较其他险种多得多，且时间要求紧迫｡例如牲畜保险，牲

畜死亡后会腐烂变质，查勘若不及时，则难以鉴定其原因，加之有的地区交通不便，更增加了理赔工作的

困难｡一方面灾害发生后要及时收集，如损失无法确定的，还要开展多次查勘，反复收集信息；另一方面理

赔涉及广大农户切身利益，对时效性和准确性要求高，对保险公司形成巨大考验。



3.4 灾害损失确定难作为农业保险标的物的动植物处于动态的生命活动之中，本身就很复杂，加上各

地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农作物､畜禽品种不同和农牧业生产水平不同等原因，一旦在遭受自然灾害时受害

程度也不尽相同。在现阶段，农业风险检测、定价及产品开发技术上还较为落后，导致对所受自然灾害影

响的范围、程度、频率、区域、损失等皆难以准确界定和估损，因此，农业保险机构在承保和理赔过程中

如没有较为全面的专业技术和工作人员，则会造成理赔上的纠纷和对农业保险推广上的障碍，制约农业保

险的发展。

3.5 灾后有效管理难农作物发生灾害后，一方面需要快速勘察原因、受灾数量等信息，另一方面由于

其具备生物特性，农户会根据经验，开展合理的施救来避免和降低灾害的影响。所以在灾害发生后，施救

和现场的保护会形成矛盾，影响保险理赔和农业保险的落实。

4 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对于广安市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主要风险，需要广安市各级政府和相关保险承办机构严格加

强风险管理，全面推进中国保监会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五公开、三到户”的工作要求，通过优化业务流

程，加强关键环节管控，切实实现“公开和到户”的效果，有效避免风险。

4.1 政府加强引导和规范农险市场农业保险中的风险管理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管，政府作

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者，作为国民收入的分配者，应负有对农险市场的有效管理责任。通过调节财政、

农业、畜牧、林业、保险等各个职能部门，从落实中央政策和富民惠农的角度，从维护政策性农业保险长

期发展的需要出发，选择网点齐、队伍强、经验丰富的保险经办机构，务必杜绝政策性农业保险经办机构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出现“伤农、误农”的情况，切实发挥政府为农业保险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的

作用。

4.2 保险机构强化农村服务网点对承保理赔的基础支撑一是深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农村服务网

点落地服务，由“三农”营销服务部负责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录单（出单）、承保、协助理赔工作，由

“三农”保险服务站和服务点参与开展保险服务，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营下沉一级。二是深入推进农村

服务网点建设与管理，全力开展“三农”营销服务部标准化建设，健全农村服务网点考核评价体系，加快

农村服务网点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完善和运用覆盖，提升农村服务网点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对政策性农业

保险承保理赔到户的基础支撑。三是完善农村服务网点人力资源配套政策，促进农村营销服务部的有效管

理，强化农村营销服务部在农村保险市场的影响力和执行力。

4.3 开发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智能化管理系统保险承办机构要依托有关部门现有数据，通过卫星

遥感和入户核实相结合，精确采集农村地块、标的和农户三个维度的信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数据集中

化平台，作为承保理赔业务信息的唯一认证途径，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数据源分散、真实性差的问题。在

农业保险中引入遥感、地理信息、导航定位、移动互联等技术，采用“内业解译地块+云服务+外业手机 app”

业务模式，建设“地块空间位置+农户信息”的精准空间信息库。

4.4 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客户回访制度严格执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客户回访管理办法，采取现场回访和

非现场回访相结合的方式，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真实性和理赔到户情况进行核实。要确定相关回访工作

目标并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客户回访工作的记录，以备调阅检查。

4.5 探索农户保费收取方式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基本制度框架下，结合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

方财政负担能力和自然地理条件，探索创新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保费收取方式。



4.6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督查机制充分发挥银保监、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联合加强对政策

性农业保险理赔真实性及赔款兑付情况的核查力度，防止农险财政补贴资金“跑、冒、滴、漏”，确保安

全高效运行，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位。保险承办机构也应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理赔

稽查机制，增加投保透明度和加大假骗赔案打击力度；同时，研究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违法违规责任追究

相关细则，明确责任追究标准、责任人处理办法。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检查发现的突破经营底线的行为，依

据有关规定，深入追责，从严处理。我们的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启动晚，它的风险管理更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需要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风险管理制度，推动政

策性农业保险合规、有序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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