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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保险需求行为研究

 中国保险学会 2014-01-21   我要评论 

   本文摘自中国保险学会2011年度研究课题《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保险需求行为研究》，

课题作者：刘妍，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 

    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将目标群体重点锁定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他们收入不高或工作不稳定，基本

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外购买力有限且通常游离在社会保险之外，这就使得该群体对于商业保险的需求有别于发

达地区农村居民，也有别于城镇居民，有必要对该群体的保险需求进行深入研究。 

    一、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保险认知与风险现状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本课题组2010年10月在江苏农村进行的问卷调查。 

    （一）保险认知情况。知晓者对保险了解的渠道主要是营销员上门推销、亲友口口相传，以及媒体宣传

等，属于主动了解者不足10%。 

    （二）保单持有情况。71.11%的农村居民家中无商业保单，其中近一半未投保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余钱”

或者“对保险公司不信任”；近30%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已经参保社会保险”；此外“家庭能够承担可能遇到的

风险”、“无合适的险种”以及“周围买保险的人很少”等也是未投保的常见原因。目前，农村居民持有的保

单主要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意外伤害保险三大类。 

    （三）风险及处理方法。近三年农村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依次是：“生小病看门诊”、“大病住院”、

“意外伤害”，面临“财产损失”的仅有4户。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在遭遇风险时，会选择“自己承担”；其次是

“亲友帮忙”；极少数被调查者曾经获得相应的保险理赔；其余是通过“政府救济”等其他途径弥补损失。 

    二、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投保小额保险的意愿分析 

     （一）投保意愿。农村居民对小额保险的投保意愿较高。在问及“若有一种保险，只需要一次性交纳几十

元保费就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保财产、保健康、保意外等），您是否愿意购买”时，66.67%的被调查者愿意

购买。 

     （二）投保品种。结果显示，38.33%选择“综合小额保险”，期望获得人身与财产的全面保障；54.17%选

择“小额健康保险”；选择“小额人寿保险”与“小额意外伤害保险”的分别占25%与30.83%；选择“小额财产

保险”仅有12人，占10%。 

    （三）意愿保障水平。18.33%的被调查者在保障水平为100%的情况下才愿意购买相应的小额保险产品；

20.84%的被调查者期望保障水平能够达到90%；45%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保障水平达到70%，就愿意购买小额保险

产品；此外，15.83%的被调查者在保障水平达到50%时，就会考虑购买合适的产品。 

    （四）意愿保费。对于一次性交纳的保费，多数人选择50元左右；仅有18.33%的被调查者表示，个人承担

30元以下保费时，才愿意并且有能力购买小额保险产品；对保费持无所谓态度的占26.67%。 

    三、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投保小额保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对于针对其收入特点设计的小额保险产品既具有现实需求，也有客观的支付能力，他们会在综合

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投保，影响因素通常包括人口学与社会特征、经济因素以及风险和保险知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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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本研究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投保小额保险的意愿。从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性别对于农村小额保险投保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并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根据边际影响来判断，农村女性对

于投保小额保险的意愿更为强烈。年龄对农村小额保险投保意愿的影响同样呈现出负相关，并在5%的水平上统

计显著。这一结论意味着年轻者由于保险与风险认知水平更强，更习惯于积极进行风险管理，而保险作为一种

有效的风险转移工具，受其关注在情理之中。而年长者由于“养儿防老”的思想以及深信土地的保障功能，通

常无意寻求更新颖且更为有效的风险转移方式。这与调研获得的直观感受基本一致。 

    家庭年收入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该变量对于农村小额保险投保意愿的影响为负。这是由于收

入较高者一般具备优越的工作或稳定可观的收入来源，通常已经参加社会保险，即便意愿投保商业保险，也是

更倾向于投保具有更高保障水平的保险产品，而不是低保障水平的小额保险。 

    保险认知水平、保单持有情况与近三年的风险状况对于农村小额保险投保意愿的影响均为正，且统计显

著，这与实际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一方面，对于保险比较认可者通常更具有投保意愿，而不了解保险

或对保险不认可者投保意愿较弱；另一方面，持有保单者因为更了解保险的功能，因而更能接受保险产品，这

一认同感在通过保险切实得到保障，特别是经济补偿的被调查者中更为明显；此外，近三年遭遇过风险的农村

居民对农村小额保险产品的投保意愿更为强烈，且农村居民的风险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具体小额保险产

品的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主要的风险集中在“生小病看门诊”、“大病住院”、“意外伤害”等方

面，相应的，其对“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以及“人寿保险”投保意愿较强，而为了得到较为全面的

保障，“小额综合保险”也广受欢迎。 

    研究同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低、越是拥有稳定工作、拥有储蓄且土地越多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其购

买意愿越弱，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保险认知能力与风险识别能力不强，而且大多

是年长者，因而更习惯于借助家庭其他成员或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损失的补偿，其小额保险投保需求通常较弱；

稳定工作者通常已经具备社会保险，拥有基本保障，所以对同样只能提供低保障的小额保险购买意愿不强；储

蓄对于投保意愿影响为负，这表明，凭自身能力难以应对未来风险的农村居民越具有投保欲望，期望通过缴纳

较少的保费，获得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保险保障，但由于极少的保费也会影响到该群体的正常生产与生活，所

以，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人均拥有土地越多者通常更加深信土地的保障功能，风险应对方式更为传统，因

此对于保险等化解风险的手段不甚了解。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实证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建议保险公司加大在农村地区的宣传力度，积极消除

农村居民对保险的认识误区，并通过改善展业方式与服务水平，加强农村居民对保险的认同感；二是建议保险

公司在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年龄、性别等因素开发出具有差异性的、适销对路的小额保险产品；三是

建议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或政策支持，减轻投保人保费负担，通过合理定价促进潜在需求逐渐转化为现实需

求，切实为农村低收入者提供人身和财产方面的保险保障。四是建议保险公司积极宣传商业保险的作用，让农

村居民了解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从而有效搭配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使家庭拥有充分的保障。 

 

                                                                            责任编辑：汪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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