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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错配的研究 

——基于湖北省微观数据 

李猛 覃彬雍 胡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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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供给侧视角出发,通过运用湖北省仙桃市､监利县､竹溪县等329家农户的768个有效样本对农业保险

补贴进行研究后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结构性错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品种方面,农业保险呈现出“投保不

足”与“投保过剩”并存的矛盾局面;二是农业保险在区域间不匹配,旱涝保收地区参保率较高,而非旱涝保收区域

参保率较低;三是农户不了解自身是否参与农业保险｡基于三方面错配现象,为了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效供给,

本文采用Probit､Logit､OLS等计量方法探究影响农户真实投保的因素,发现农作物价格､集中度､受灾程度､是否进

行补贴､户主的受教育年限等五个变量对投保意愿的影响较大,并据此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适度调整政策性农业

保险的供给结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二是平衡农业保险的地区配置,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三是提升农

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创新农业保险投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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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关系着国计民生｡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我国农业可持

续发展受到了威胁和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了2176.98万公顷,绝收面积高达

223.27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704.1亿元｡①2
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已经将农业保险提上了日程,其在国民生活中正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约束下农业机械化的动力机制､发展路径和政策选择研究” (编

号:13CJL053)､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课题“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研究”(编号:HBSNYJ-2018-09)的研究成果｡胡继亮为本文通

讯作者｡ 
2
①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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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2004年～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农业保险对

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鼓励和引导农业保险补贴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引领下,2007年,

全国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高达51.94亿元,同比增长612.5%;2008年～2013年是原保险保费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平均每年以

39.18亿元的增幅稳步发展,2013年保费收入高达306.59亿元,是2007年保费收入总额的6倍;2014年～2015年保费收入仍然呈现

上涨的趋势,但增幅有所放缓,截止到2015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374.9亿元,同比增长为15.08%,占财产险业务的比例为4.69%｡
②由此可见,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稳定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然而,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呈现“投保过剩”与“投保不足”结构性错配的问题,导致财政

资源的大量浪费｡在品种方面,虽然自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推行以来各地水稻､玉米､小麦等享受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作物生产

量稳步提升,据《中国农村年鉴》公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到2015年间我国粮食生产量由60194万吨增长到62144万吨,但城市､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分别由121.3千克､178.5千克下降到112.6千克､159.5千克｡③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促进粮食产量增长的同时也

带来了农产品供给大于需求等问题,最终不利于调动农户种粮､投保的积极性｡此外,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观推动农户调整种植

结构,尽管渔业､养殖业等价值高､受灾风险较大的农产品的投入需求比例上升,但鉴于目前政策性财政补贴覆盖的品种有限,部

分农产品并没有可供农户投保的险种｡区域方面,非旱涝保收区投保率较低,而在旱涝保收的地区投保率较高｡2015年,湖北省受

灾面积高达111.6万公顷,农业保险深度为0.2%,而江苏省受灾面积为61.6万公顷,农业保险深度达到0.4%,农业保险区域间的错

配,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实现区域农业协调均衡发展｡2015年,农业部农业生产保险补贴高达10.9亿元,④3农业保险错配不但无法

实现财政资源“物尽其用”,而且还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现象｡ 

二､文献综述 

农业的平稳发展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十三五规划”把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探索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目前,学术界对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与经验､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部分学者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保险种类比较少,财政补贴覆盖率比

较低,并且往往以保费补贴为主;而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涉及的品种繁多,覆盖面积大,保障水平高,并且财政补贴不仅包含保费

补贴,而且涵盖管理费用补贴､再保险补贴等｡政府财政支持是农业保险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工具,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发展往往

会造成农业保险的停滞,因此,大部分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和地区都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2〕〔3〕
纵观农业保险

的发展历程,未来政策性农业财政补贴方式可能趋向于差异化､规模化,〔4〕其中,通过发展再保险补贴降低保险公司承保风险,激发

农业保险市场活力的方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支持｡〔5～7〕 

2.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2004年,中国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2007年,中国拉开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动补贴”农业保险的序幕;随后,《农

业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我国农业保险补贴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2017年的《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制度》指出,截止到2016年,农业补贴的品种由原来的5个增加到15个,补贴的区域也从最初6省扩大到全国,中央财政也相应提高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然而,我国在推进农业保险政策性财政补贴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农业保险补贴品种､项目比较

单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8〕〔9〕二是农业保险市场比较混乱,监管不足,其具体表现为享受政策性农业补贴的保

                                                        
3②中国保险年鉴编委会: 《中国保险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社,2008年､2014～2016年｡ 

③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2016年｡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财务司:农业部2015年决算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网站,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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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品种价格和费率由保险公司独立完成,而非国家或者公信力机构主导｡此外,我国还缺乏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

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监管｡〔10〕〔11〕 

3.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 

在供给方面,农产品赔付率､经营成本､保险责任､财政补贴等因素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产生重要的影响〔12〕,农户对农业保险的

品种需求多元化,而相关农业保险险种供给不足,无法满足需求｡此外,财政宽裕(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投保率比较高,而财政

较为匮乏(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农业保险参保率较低｡〔13〕在需求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农业收入占比较低时,农户对农业保

险的需求较低｡随着农户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农业保险宣传力度的加强,当农户对风险和保险的认知能力较强时,农业保险需求也

会增强｡〔14〕
同时,政府财政补贴力度､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健全､农户生产经验也与农业保险需求密切相关｡〔15〕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农业保险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通过对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现状､供求关系等问题进行研

究,为我国农业保险的稳步发展积累经验｡在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将从供给侧结构出发,提出农业保险“投保不

足”和“投保过剩”并存的“悖论”:一是粮食作物投保意愿低于实际投保比例,造成农业保险补贴的浪费;二是渔业､经济作物

､畜牧业等投保意愿高于实际投保意愿,农业保险投保品种供给不足;三是农业保险在区域间错配,旱涝保收的区域实际投保率高,

非旱涝保收区域投保率较低;四是大部分农户不了解投保的真实情况,投保信息不对称｡ 

三､错配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的理论研究 

中国农业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保持农业基本均衡和增长速度平稳的前提下,实现“调结构､补短板”等任务,因而真

实了解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稳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2016年10月,我们依据湖北省区域生产总值,将湖北省

102个县级单位分为3层,随后分层随机抽样,对三个样本县,即仙桃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监利县(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和竹溪县

(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共329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得到768个有效样本｡ 

1.粮食作物投保意愿低于实际投保比例,造成农业保险补贴的浪费 

表1 农户投保意愿及实际投保情况 

样本 

愿意投保 不愿意投保 总数 
实际投保数

量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仙桃         

水稻 45 51 44 49 89 100 89 100 

粮食作物 66 41 95 59 161 100 137 85 

经济作物 13 32 28 68 41 100 0 0 

渔业 17 65 9 35 26 100 0 0 

畜牧业 1 25 3 75 4 100 0 0 

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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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52 46 61 54 113 100 113 100 

粮食作物 71 43 95 57 166 100 133 80 

经济作物 18 27 48 73 66 100 0 0 

渔业 5 36 9 64 14 100 0 0 

畜牧业 0 0 2 100 2 100 0 0 

竹溪         

水稻 3 8 33 92 36 100 31 86 

粮食作物 22 10 200 90 222 100 167 75 

经济作物 9 16 48 84 57 100 0 0 

渔业 0 0 0 0 0 100 0 0 

畜牧业 1 11 8 89 9 100 0 0 

湖北省         

水稻 100 42 138 58 238 100 233 98 

粮食作物 159 29 390 71 549 100 437 80 

经济作物 40 24 124 76 164 100 0 0 

渔业 22 55 18 45 40 100 0 0 

畜牧业 2 13 13 87 15 100 0 0 

 

注：本表系作者依据调查资料整理所得。 

从表1可知,湖北省总体粮食作物愿意投保的比例为29%,实际投保比例高达80%,说明有51%的农业保险补贴造成了浪费,其中,

愿意为水稻投保的占比42%,但实际水稻投保率为98%,56%的财政补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农业保险补贴的浪费程度在不

同地区具有一定的差异｡以水稻为例,仙桃的浪费比例是49%,监利为54%､竹溪为78%;在粮食作物方面,仙桃､监利､竹溪浪费的比

率分别是44%､37%､65%｡农业保险补贴浪费比例基本在3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65%,而经济条件越差的地区(如竹溪)农业保险

补贴浪费程度越高｡ 

造成农业保险补贴需求意愿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粮食作物市场单价较低,受灾损失额不高,且农产品产量基本

稳定,农户认为没有必要投保;另一方面,土地分散､农业收入低､理赔过程复杂以及赔付率低等多种因素导致了农户参与农业保

险的积极性不高,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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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作物､渔业､畜牧业等投保意愿高于实际投保比例,农业保险投保品种供给不足,甚至“零供给” 

表1显示,湖北省总体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有24%愿意投保,从事渔业和畜牧业的农户愿意投保的比例分别为55%､13%,但这三

类的农业保险实际投保比例都为“零”｡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农户不知有此类保险,也有可能是保险公司根本就不提供此类险种｡

农业保险投保品种供给不足,甚至“零供给”,使得农户实际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农业保险政策没有解决农户生产过程中的

实际投保需求问题｡另外,农业保险投保品种供给不足还存在区域性特征,以经济作物为例,仙桃市､监利县､竹溪县农业保险供给

缺口分别为32%､27%､16%,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农业种植结构越趋向于向经济作物､渔业､牧业转型,农业保险供需结构越亟待调整

｡ 

导致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甚至“零供给”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种植结构发生变化,相关农业保险需求增加｡随着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升级,尤其对肉､蛋､奶的消费呈现递增趋势,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农产品种植结构

也相应发生了较大转变,粮食作物的占比下降,经济作物､渔业､畜牧业的比例逐年上升,农户的投保意向从种植业转移到经济作

物､渔业､畜牧业等其他种类｡二是经济作物､渔业､畜牧业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较大,赔付金额高,保险公司不愿意为其投保｡经济

作物､渔业､畜牧业保险的标的物价值比较高,但其自身的高风险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险公司健康经营｡此外,目前我国再保

险体系不够完善,因此保险公司往往会趋利避害,选择一些享有政府扶持政策､赔付率较低的农产品,如选择为粮食作物设保,而

不愿为渔业､畜牧业设保｡ 

3.农业保险在区域间错配,旱涝保收区域实际参保率较高,非旱涝保收区域参保率较低 

因自然资源禀赋､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和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不同,不同区域受灾程度也有所差异｡表2显示,当受灾程度比较

严重(50%以上)时,仙桃市､监利县损失比例为1.72%､2.02%,而竹溪则为2.08%｡理论上,旱涝保收的地区不需要投保,非旱涝保收

的地区才需要农业保险的保障,即仙桃､监利的理论参保率较低,而竹溪较高｡但是现实情况是,仙桃､监利的参保率明显高于竹溪

｡表1中,以粮食作物为例,仙桃和监利实际投保比例分别是85%､80%,竹溪为75%,旱涝保收区域的实际参保率高于非旱涝保收区域,

形成了农业保险在区域间的错配现象｡ 

表 2 湖北省三县市受灾程度统计表 

受灾 

程度 

仙桃 监利 竹溪 

频 

数 

比 

例 

累计 

比例 

频 

数 

比 

例 

累计 

比例 

频 

数 

比 

例 

累计 

比例 

(0.0,0.3) 217 93.53 93.53 166 23.24 23.24 255 22.54 22.54 

(0.3,0.5) 11 4.75 92.22 22 14.14 97%92 27 9.32 97.92 

(0.5,10) 4 1.72 100 4 2.02 100 6 2.02 100 

 

注:本表系作者依据调查资料整理所得｡ 

影响农业保险在区域间错配的因素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保险公司作为农业保险品种的设计者和保费的制定者,在保险交易中

处于主动地位,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保险公司更加青睐于受灾风险较低的农产品,即更倾向于水稻等享受国家政策补贴的农业

保险品种｡二是保险公司愿意对规模化种植的农产品,以及旱涝保收地区承保｡仙桃市､监利县地势平坦,集中种植水稻等农作物,

易于办理投保手续,并且农业生产技术高,基本可保证旱涝保收,理赔可能性低;而竹溪县相反,地处山地,土地碎片化经营,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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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不高,受灾情况严重,理赔率较高｡因此,三区域的真实投保意愿差别较大｡三是农业保险普及率往往作为

当地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村干部往往以村集体的名义为全村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其中不免会出现村干部与当地保险公

司合作进行“黑匣子操作”的现象,大量农业保险补贴会出现了浪费,不能起到惠及于民的效用｡ 

4.农户不了解真实的投保情况,投保信息无法反映真实意愿 

表3显示了湖北省农户对自身是否参加水稻农业保险的认知情况｡从湖北省整体来看,农户清楚知晓自身参与水稻保险仅为

69户,占比29%,而湖北省真实的投保比例为98%,形成了巨大的缺口,这表明大部分农户并不了解自身真实的投保情况,即农户对

农业保险认知不足｡另外,仙桃市､监利县､竹溪县农户清楚知道参与投保的占比分别为36%､28%､14%,远远低于三区域水稻的实际

投保率,这说明农业保险投保信息不透明或者农户不关心农业保险等现象比较严重｡ 

表 3 农户对自身参加水稻保险的认知情况 

项目 

仙桃市 监利县 竹溪县 湖北省 

户数 
比例 

(%) 
户数 

比例 

(%) 
户数 

比例 

(%) 
户数 

比例 

(%) 

参加 32 36 32 22 5 14 69 29 

没有参加 43 42 62 60 25 69 136 57 

不清楚 14 16 13 12 6 17 33 14 

 

引致大部分农户对自身是否参加农业保险认知不明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保险往往以村集体的名义进行投保,其覆盖

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村干部和保险公司的博弈,而农业保险补贴是博弈的筹码,村干部和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的最大的受益者,

农户在期间的话语权较低,甚至没有｡二是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的认识不足,对风险的认知程度较低,甚至以国家免征农业税等理

由拒交农业保险,这给村干部带来较大的困扰,因此,村干部可能通过拖延或者挪用支农补贴的方式缴纳农业保险,随后由保险公

司返还相关费用,导致了农业保险补贴无法实现优化配置｡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农作物的价值不高､受灾损失额稳定､赔付率较低等因素导致农户对享有补贴的粮食作物的投保意愿远

远低于真实的参保率;渔业､经济作物､畜牧业的价值大､高风险性的特点决定了其投保意愿高于真实参保率;理论上旱涝保收地

区投保率较低,然而事实上则较高,湖北省农业保险在区域间存在错配现象;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不足,不了解自身是否已经参

加了农业保险｡ 

四､影响农户真实投保意愿的实证分析 

了解农户真实的投保意愿是推进我国农业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下文我们将侧重于对影响农户真实投保意愿

的探究,通过对湖北省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能够更加准确､真实地了解农户的投保意愿及其影响农户投保的驱动因素,为

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发展建言献策提供数据支撑｡ 

在变量选取方面,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投保意愿(L),分为愿意(选项为1)､不愿意(选项为0)｡纵观已有文献,许多学者从劳动

力､收入､风险认知､政府补贴等多个维度去探索影响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16〕我们在此基础上,从农产品价值､受灾程度

､风险保障､风险认知等四个维度选取8个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在农产品价值维度上,我们选取了农产品价格(PRI)､农业收入占比

(PRO)､集中度(CON)等三个变量进行衡量｡农产品价格是从绝对值的角度度量农产品收入对农户投保意愿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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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投保意愿与农产品价格呈正相关,即农产品价值量越大,农户投保意愿越强｡农业收入占比则从相对值的角度反映农产品收入

与农民进行投保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随着农业收入占比增加,农户更加倾向于对农产品进行投保,〔17〕〔18〕但现实中存在着农业收

入占比较高,但农户不愿意进行投保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农业收入占比增加意味着农民收入来源单一,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农

户没有过多的资金进行投保｡二是集中度衡量了农业种植结构对农户投保的影响,当农作物的集中度越高,农产品受灾风险比较

集中,农户愿意进行投保;相反,当农作物的集中度较低时,即分散化经营降低了受灾风险的概率,农户的投保意愿会降低｡在受灾

程度维度上,我们选用过去10年一般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比例作为衡量农作物受灾风险(DIS)的重要指标,当受灾程度比较大时,

农户愿意对农作物进行投保;反之,农户不愿意进行投保｡在风险保障方面,选取是否有补贴(ALL)､家庭总收入(INC)两个指标｡一

般认为,适当的农业补贴会产生激励机制,能够调动农户投保的积极性,政府通过对农业保险进行转移支付,降低农户的投保成本,

农户愿意进行投保;而家庭总收入对农业保险投保意愿的影响可以分为“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家

庭收入的逐步增加,农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投保意愿会不断增强;而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总收入提升,农户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较

强,农户可能会放弃对农产品进行投保｡最后,在风险认知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EDU)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影响农户对风险的认

知｡理论界认为,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更加愿意接受农业保险,农户投保意愿越强;相反,农户不愿意进行投保｡为了减

少异方差影响,我们对家庭总收入､农产品价格､教育年限进行取对数处理｡ 

关于探究影响农户投保意愿的因素方面,很多学者选择 Probit､Logit模型｡〔19〕〔20〕
我们沿用二元选择模型(Probit模型､Logit

模型),并且通过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稳健性检验｡下文,我们将从农产品价值､受灾程度､风险保障､风险认知等四个维度出发,

探究影响湖北省农户的投保意愿的显著性因素,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我们假定模型为: 

 

(1)式中,PRI表示农产品价格､PRO 表示农业收入占比､CON 代表集中度､DIS衡量受灾程度,而ALL､LNC､EDU 分别表示是否补

贴､家庭总收入､教育年限,ε表示残差项｡ 

probit､Logit模型结果表明,农作物价格､集中度､受灾程度､是否进行补贴､户主的受教育年限等五个变量分别在1%､10%､1%

､5%､1%的水平下对农户投保意愿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作物价格､集中度分别从农业资本的总量､农业资本结构两个视角出发衡

量农作物的价值对农作物投保意愿的影响程度｡推导数据显示,随着农业资本总量的提升,会带来潜在收入,因此,农户的投保意

愿越强烈｡而集中度反映了农业种植结构的分散程度,集中度越高,则种植结构比较单一,受灾风险较大,农户更加愿意投保;反之,

如果集中度较低,则农业种植结构更加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部分农业风险,导致农户的投保意愿会有所下降｡农业自身

具有脆弱性和风险性,而近10年的一般灾害的损失程度量化了农户所承担的风险｡回归结果表明,农作物损失程度与投保意愿密

切相关,当农作物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较强时,农业保险的机会成本相应较高,因此,农户不愿意进行投保;相反,农作物容易受灾

减产,并且损失额度较大的,农户则更加倾向于投保｡农业补贴这一变量代表了农业保险补助对农业投保意愿的激励机制,当农作

物享受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时,农户则相应提高了投保剩余,进而提高农户投保的积极性｡户主的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户接受新事

物的重要指标,当教育程度提升,农户的风险意识会相应增强,于是,农户更倾向选择“农业保险”,而非单一依靠政府灾后救助｡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农业收入占比､家庭总收入对农户投保意愿的影响不显著｡随着农业收入占比提高,农户

的投保意愿为负,即农业收入占比越高意味着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在家庭中的地位越突出,则家庭收入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农户的

收入状况不容乐观,负的消费者剩余阻碍了农户进行投保｡鉴于我国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较低的现状,当家庭总收入较高时,农户投

保金额的机会成本也相应得到提升,而农户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随着收入的提高得到加强,因此,家庭总收入与农户投保意愿负

相关｡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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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是抵御自然灾害､保障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政策性农业补贴的发展对农业保险的推进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基

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几点结论｡一是农业保险在品种间错配｡水稻等享有保险补贴的粮食作物投保意愿低于实际投保比例,其农

业保险补贴的供给大于需求,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而渔业､经济作物､畜牧业等投保意愿高于实际投保比例,农业保险投保品

种的覆盖率不足｡二是农业保险在区域间错配｡旱涝保收的区域实际投保率高,而非旱涝保收的区域投保比例较低｡三是大部分农

户无法真正决定是否对农作物进行投保,投保信息不透明｡另外,农作物价格､集中度､受灾程度､是否进行补贴､户主的受教育年

限等五个变量对农户真实的投保意愿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适度调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供给结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 

扩大农业保险品种的覆盖率是解决农业保险不匹配的关键因素｡首先,种植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农户对经济作物､渔业､畜牧业投保的需求,通过增加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覆盖率,可以实现农业保险市场的均衡发展;其次,

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对农业生产具有激励效应,适度丰富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品种有利于调动农户投保的积极性,降低自然灾害

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从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5表明:是否进行补贴对农户投保意愿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政府在扩充

“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篮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实施管理､操作成本补贴和

“以奖代补”等方式降低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鼓励和引导农业保险公司研发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特色农业保险品种｡ 

2.平衡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地区配置,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政策性农业保险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制衡农业保险市场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适度调整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区

域分配结构,是构建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的关键举措｡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区域间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自然灾害损失

程度较大的农业生产区域,政府可以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加强区域特色农业的建设｡与此同时,构建和完

善再保险､大灾防御､灾后救济等农业保障体系,为农业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而对于自然灾害损失程度较低地区,积极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业产业链条,从而转移分散自然灾害风险,降低对农户的冲击｡另外,集中度也是影响农户投保意

愿的重要因素｡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努力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生产资料的变化会推进农户的生产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

的转变,随着农业种植结构集中度的提升,农户更倾向于对农作物投保｡ 

3.提升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创新农业保险投保方式 

提高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度,增加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透明度是改变农户被动地位的基础和前提｡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户

主的受教育年限是推动农户投保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运用互联网､报纸､培训和技术讲解等方式加强对农业保险宣传力度,实

现农业保险政策的透明化､公开化,进而提升农户的认知程度｡另外,在保障农户知情权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创新农作物的投保渠

道,逐步推进村集体投保合法化试点｡采取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保险公司承保费用,调动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

利于提升政府工作的效力及其公信力,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推进开创了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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