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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黄英君；2004年6月15日)

文章作者：黄英君

  我国农业保险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而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性使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

征。正是这种高风险性，使得农业保险业务赔付率高，亏损严重，一般商业保险公司都“三思而后行”，不愿积极开拓市场。我国加入

WTO，农业和保险作为我国入世谈判的焦点，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我国要履行降低关税、开放更多的农产品市场、开放保险市

场等条款。随着我国农业融入全球化，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国外保险机构将会抢滩中国保险市场，当然也包括农业保险领域。而目前在国

内市场上，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开办农业险，由于常年亏损，这项业务已急剧萎缩。我们必须认识到形势的

严峻性，在我国已取得的现有农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实际，认清发展农险的重要性，选择切实符合我国国情的农险经营模式。 

  我国农业生产一直承受着自然与市场的“双风险”  ，而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同时又是个充满风险的弱质产业。要真正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研究，采取各种切实

可行的保障措施，建立较为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根据目前的形势对我国的农业保险重新进行认识。我国发展农业保险应立足我国实际，认

清其必要性，选择切合我国国情的农险经营模式。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中国保监会认为，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

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2003年底，中国保监会提出五种模式发展农业保险，力争在一到两年实践中，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

度。下面笔者就对这五种主要模式作一论述。 

  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可以在已有的财产保险公司中选择几家资金雄厚、管理先进的保险公司，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为财政代理几种重要农产品（如小麦、水稻、奶牛等）的保险业务。过去，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仅有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原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两家，它们的运作方式可以归为这一类。农业保险业务应该单独建账、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政府分险种和区域支付相当于经济管理费补贴的代理费，并立法强制保险，在税赋政策上对农业保险，给予扶持，尽量少征

税或不征税。还要对代理业务的地域、费率、险种、补贴、巨灾再保险等作出明确规定。财政部提供标准化保单，制定费率，并负责业务督

察。 

  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上海、黑龙江等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在开办的初期既要有商业保险的运作方式，又要有国家政策

的扶持，政策性险种应占一定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运作成一定的规模，并且在集中解决全国性自然灾害上替代政府补助后恢复生产、生活

的基本保障，解决大灾后国家和农民的后顾之忧。与传统经营农业险的保险公司不同，筹建中的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将在上海市已有农业险业

务的基础上，走“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新模式，它所专营的农业险，是一种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大农业险”的概念。 

  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就是建立以农业保险合作社或互助统筹会为农业保险的主体经营模式。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农业保险互助统筹

会，已在河南、山西、湖北、云南等省份进行了试点，取得了较好成效。这种经营模式适合我国的国情和民意，符合国务院指出的“保险企

业应支持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集股设立农村互助保险合作社作为我国农业保险的主体经营模式”相结合，尤其是互助统筹保险在河南推广

后，受到诸多方面的欢迎和关注，对这种模式要认真总结经验，并在不断规范和完善的前提下，大力推广。 

  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可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

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据了解，目前浙江保监局已在中国保监会提出的农业险模式基础上酝酿提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

要的数条途径，归纳了一下主要有四种，其中最看好的就是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地方财政注资，国家有相应

的强力政策扶持、优惠。尽管全省农业险改革存在多模式并存、多渠道经营的可能，但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浙江省财力相对充裕，设立

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可能性极大，目前涉及农业保险改革的各方对其前景几乎是一致看好。 

  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欧洲当今最大的农业保险公司— —法国安盟

保险正式入驻中国保险市场，在成都开设分公司，今夏将在我国卖出首张保单。与此相呼应的是，国内保险业也摆出了积极的开放姿态。当

然，像这样的外资农业险公司市场化程度极高，它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商业利益，必然会首选农业产业化优势相对明显、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省

份“落户”。 

文章出处：《中国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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