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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 

农业保险的需求研究 

施若 韩雯 雷朝蓉
1
 

（贵州财经大学 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其农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农业保险有潜在需求。但由于农业保险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存在供求矛盾。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贵州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现状;

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需求,分析贵州省农业保险发展中的问题;为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需求,提出

贵州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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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贵州省中央财政扶贫资金 29.79 亿元资金助推产业扶贫以来,从“经济补贴”向“产业扶贫”模式过渡,加快农业产

业化发展的步伐。2015年习近平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定义了“六个精准对象”(即扶贫对象精准、因村派人精准、项目安排精准、

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初步纠正了扶贫中的一些漏洞问题;2016 年贵州省大力发展特色的农业保险,通

过保费补贴,鼓励新型农业生产,做到真正使用支农惠农政策来服务“三农”。2019 年年初,贵州省投入了 16 万元扶贫资金,以

“工厂+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助推从江县种桑养蚕织。目前,贵州省农业保险在扶贫政策下保费规模正在快速增长,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通过产业扶贫得到部分保费补贴。尽管如此,目前农业保险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自然灾害导致农业保险经营机构

不愿意承担高风险高赔付的损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户投保意识仍然较弱。因此,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贵州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现状,以及贵州省农业保险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 贵州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调查问卷分析 

1.1问卷设计基本情况 

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了 450 份问卷,除去信息不全的问卷外,共回收有效问卷 385 份。首先,将调查的

对象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划分;其次,调查了解灾害对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以及农户通过怎样的方式避免农业

风险,了解其是否有购买农业保险的经历,农业保险服务需要改进哪些方面;最后,调查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希望哪些农产品被

纳入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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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1.2.1年龄结构分析 

调查年龄总体在 25～70 岁及以上,其中 25～40 岁年龄阶段的 120 人中,认为自己现在或将来会购买农业保险的有 90 人(占

比 75%);41～60岁阶段有 170人,不太接受或者没有明显购买意愿的有 68人(占比 40%),较前一个年龄阶段的购买占比小;61～70

岁阶段有 95人,购买意愿仅占 25%。由此可见,年龄结构与购买意愿呈正比,年龄较小的人,购买意愿较强,认为购买保险有转移风

险的作用;年龄较大的人,购买意愿较弱,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转移或降低风险的损失,而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1.2.2收入水平分析 

在调查中,收入状况与购买意愿不太相关。不管是在哪个收入阶段,愿意购买保险和不愿购买保险平均各占一半,比如:收入

在 1 万元以内的 116 人中,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和不愿购买农业保险的人各占 47%、53%。而在高收入者中,有的人认为有足够的

经济能力去应对风险带来的损失,有的人觉得有购买农业保险的需要。 

1.2.3受教育程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文化水平与购买意愿成正比,即学历越高的人因为对保险知识的了解较多而表示能接受农业保险,相反亦然。

调查的 385人中,小学或是没有上过学的有 143人,占总人数中的 37%,其中具有购买愿意仅 50人占比 35%,不愿购买有 93人占比

高达 65%;初中学历有 110 人,占总人数中的 29%,其中具有购买愿意有 64 人占比 58%,不愿购买有 46 人占比 42%;高中学历有 82

人,占总人数中的 21%,其中具有购买愿意有 58人占比 71%,不愿购买有 24人占比高达 29%;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50 人,占总人数中

的 13%,其中具有购买愿意就有 45人占比 90%,不愿购买人仅有 5人占比 10%。造成这种购买意愿与不愿购买意愿差距较大的原因

在于贵州省农村地区整体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很多农户不识字,也不懂农业保险的政策,而有学历的人能认识到保险带来的经济

影响,但购买意愿占比较低。 

1.2.4购买农业保险意识分析 

在被调查的 385人中有 168人不愿购买农业保险,但有 85人在政府带领下购买过农业保险并且得到理赔,从而认为保险能给

自己转移农业风险,而 45 人虽然听说过农业保险,但由于缺乏保险理念,认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没有必要通过

保险转移,收成怎么样都由自己承担,且不太了解关于农业保险方面的政策;另外,有 38 人或多或少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保险,但从

众心理导致他们即使知道农业保险的作用也有不愿意购买保险。 

2 贵州省农业保险的需求存在的问题分析 

2.1农业保险需求不足 

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需求小,一方面他们大多数的文化程度比传统农户相对较高,认为自己对农业生产有足

够的抵御风险的经验而拒绝购买农业保险;另一方面由于贵州省对特色农产品的补贴类型相对较少,现有水稻、马铃薯、小麦、

油菜、甘蔗、生猪等 14个品种,当前贵州除了补贴上述农产品外,还有部分特色农产品需要保费补贴,加上生产资金相对缺乏,而

导致农业保险需求度不高。 

2.2收入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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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属于典型的山地地势,受石漠化的影响,农业生产面临自然灾害、产品滞销、价格波动等风险。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下,其经营利润中除去政府贷款、工人工资及生产成本后利润不容乐观,还有农户的生活、医疗、教育等费用,一旦遇到损失可能

带来更高的经济负担,而在家从事农业的农户生产少量农产品,多数为农户满足生活需求的农产品,与供求销售无关,政府的补贴

无法维系生活,经济来源成为限制贵州农户对保险需求的因素之一。 

2.3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 

在贵州特定地理位置条件下,农业生产多数以分散、小面积经营模式为主。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而言,更愿意承保大面积的

保险标的,以便于其查勘定损。而且,分散的经营和投保会导致在测算保费补贴时数据小而分散,农业保险经营机构不愿承保,并

且这种生产模式也只有细微的补贴,保险作用难以显现。 

2.4保险意识较弱 

由于农业保险在贵州的发展历程较短,农业保险在很多人心中认知度不够,并且贵州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缓慢,加上政府

在扶贫过程中通常都是为了完成帮扶任务而走访农户,很少对农户宣传农业保险,农户了解农业保险的渠道可谓少之又少,更无

法了解农业保险是怎样补贴,怎样保障,所以对农业保险基本没什么概念。而且贵州的农户多数以老年人为主,有着多年从事农业

的经验并不相信农业保险带来的便利,以上这些都是降低农户提升保险意识的因素。 

3 加速贵州省对农业保险需求发展的建议 

3.1增加农业保险需求 

定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户进行有关农业保险知识的培训,让农户逐步认知农业保险带来的便利,通过政府利用扶贫资

金,协助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开发拟定更多适合贵州省省情的保险产品,多层次开展保险产品试点活动,提升农业保险在贵州省的

认知度,提升全省贫困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程度,并满足农户潜在的保险需求。 

3.2加强补贴政策,提高农户收入 

重点打造示范性农业,争取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条件及设施,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农业建设,在贵州省

内针对每个贫困县、村的农业特色发展符合该地生产的主导新型农业,吸引在外省的劳动力回乡发展产业,制定更多补贴农业保

险的政策来分担农户投保的经济负担,在扶贫的过程中支持新型农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水平,进

而增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 

3.3转变生产经营模式 

利用土地承包模式,引进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发展,对外来租用土地的生产大户实施财政补贴,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

鼓励贵州省经营模式从传统小规模散户向大规模、大面积的种植业养殖业方面转变,建立完善的合作体系,由龙头企业带动农户

发展,利用“一县一产业”的政策,发展更多特色农业产业,带动农户真正脱贫致富,并利用有效的农业保险风险管理方式,提升

抵御农业风险的能力。 

3.4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 

调查中有不少的农户无法正确认知农业保险及其带来的积极作用,因此需要县级政府充分对“基本保险”+“补充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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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进行宣传,让更多农户能认知并参与到农业保险,比如在生产季节利用广播宣讲,通过村干部召集群众讲解、发放农业保险宣

传手册、编排微戏剧、定期举办专门的讲座咨询活动、邀请农户参加专门的学习和培训等措施,逐步增进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

程度,以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普及农业保险的积极效果,以促进投保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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