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 的 位 置 ：首页 - 文章选登

 

探究政策性农业保险(庹国柱、朱俊生；2004年9月8日)

文章作者：庹国柱 朱俊生

  政策性农业险的特征 

  从定义上来说，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为了实现政府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农业保险或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 

  这种农业保险制度至少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商业性公司在正常市场环境下难以或不会进入该领域；第二，政府不仅参与宏观决

策，而且一般要介入微观经营管理活动；第三，政府要给这类业务经营补贴和其他财政优惠措施以及行政便利措施，这种制度才有可持续

性。因而这类业务具有部分的财政再分配性和部分社会公平性；第四，非营利性。 

  上述前三条的理论依据在于农业保险的大部分产品是准公共物品，其可交易性差，生产经营须具有规模性，农业保险产品虽然在直接消

费上具有排他性的主要特征，但在其消费过程中或者说在经营的一定环节上（例如防灾防损）也不具有排他性。 

  从市场竞争性方面来说，农业保险产品的大部分，特别是保障范围比较宽的多风险农作物保险产品，由于其高风险、高成本和高价格的

特点，必然不具有竞争性，在竞争的市场上，既不可能有需求，也不可能有供给。 

  农业保险产品的供给者和消费者从长期来看都不可能得到实际利益，最终能获利的是全社会的农产品消费者，这表明农业保险产品在成

本或利益上具有外在性。因此农业保险产品虽然在短期内是可以确切计算收益，但长期利益的计算必然是模糊的。这也就是这类产品无法进

入竞争性的保险市场，必须要由政府参与和介入，并给予财政补贴的原因。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上已经有多家财产保险经营主体，但少有涉足农业保险的，人保公司在农险试验经营中由于长期得不到政府的足够支

持，不得不在股份制改造中逐步放弃继续经营准商业性的农业保险。以农牧业保险起家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当其业务走向全国之后，也

从没敢贸然开展哪怕是商业性农业保险险种的经营，这从另一面为上述三个特点提供了脚注。 

  既然农业保险特别是保障范围较广泛的险种的经营必须有政府介入，而且须提供足够补贴，实行财政转移支付，那么，这种保险经营的

非营利性就顺理成章。假如以纳税人的钱作为其盈利来源就显得荒唐了。 

  政策性农业险的范围 

  我们说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并不是说所有农险产品都必须实行政策性经营才有出路。 

  事实上1791年诞生在德国的雹灾保险，就是由私营保险公司经营的，而且德国、英国、法国等至今都是以私营保险公司为主经营雹灾

保险。在日本，除一部分大田作物和家畜等饲养项目是依法强制实行政策性保险之外，花卉、某些设施农业、精细农业产品的保险，实际上

都是商业性经营。这就有必要对农业保险的具体项目和内容进行具体分析，讨论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区别及其原因。 

  我们认为，只有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及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商业性保险公司又不可能或不愿意从事经营的农业保险

项目，才有可能纳入政策性保险经营。就是说，从宏观层面上讲，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必须有较强的政策意义，而从微观层面上讲，这些保

险产品因其成本之高、价格之高又是在竞争的保险市场上难以成交的。 

  适合政策性农业险的项目 

  哪些农业保险项目或产品符合这些条件呢？首先是多风险农作物保险，这类标的的风险通常很高，例如玉米、棉花、水稻、小麦等作

物。由于这些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而洪涝、干旱、霜冻、冰雹、病虫害等风

险事故的发生机率相当高。 

  据统计，1961年至1990年30年间，我国农作物遭受这些灾害的农作物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高达29.8%，而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

例为16%，这两个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还有进一步提高。在湖南、湖北、安徽等省，水灾的发生率超过30%。作物的损失率显

然很高。 

  笔者曾在陕西关中地区作过调查，棉花的社会损失率在9%—18%左右，粮食作物的社会损失率在7%—13%左右。这也就是以产量为保障

目标的多风险农作物保险的纯费率高达2％—15%的原因。 

  其次是主要家畜家禽死亡保险。 

  畜牧业在现阶段的我国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而且畜牧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其疫病和意外事故的死亡风险也很大。 

  笔者曾在某大城市调查过为其10年的奶牛的社会死亡率，其平均死亡率约为3％—5%，在疫病流行的年份高达10%，其中犊牛平均死亡

率高达12％—16%。20世纪90年代以来，口蹄疫、禽流感等恶性传染病的发生，其造成的损失更惨重，使很多地方的农业经济备受打击。家

畜家禽保险对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而这两大类农业保险项目都难以进入竞争的商业保险市场。 

  不适合的项目 

  哪些保险项目和保险产品不符合上述特征和条件呢？首先，是某些单风险农作物保险，例如，农作物冰雹灾害保险，或者某些地区（例

如新疆、甘肃、山东等省区）的农作物洪水保险、麦场火灾保险、烤烟火灾保险等。 

  尽管这些保险标的也同样有经济重要性，但从我国的试验看来，这些保险标的遭受冰雹、洪水、火灾等单一风险灾害的机率较小，一般

不超过1%，是小概率事件，符合一般商业保险承保风险的条件。 

  其次，范围较小价值较高的设施农业、精细农业的单风险保险或某些综合风险保险，例如，大棚蔬菜、花卉、温室瓜果等的单风险或多

风险保险，这些保险标的的价值较高，生产收入较高。 

  第三，一些特殊饲养动物的疾病和死亡保险（特种养殖保险）。例如，养鹿保险、养貂保险等，一般来说这些保险标的在农牧业经济中

的地位相对不重要，但其经济价值相对较高，饲养收入也会不低。 

  当然，这第二第三类保险项目，从我国的实践和国外的经验来看，在某些地区也视政策导向，可以有选择有条件地纳入政策性保险，当



然补贴幅度要小一些。 

  两种农业险的区别 

  依照笔者上面的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区别主要是： 

  1.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依据政策目标（或服从特定的政策规划）建立的，而商业性农业保险制度是根据市场（或商业）目标建立

的。 

  2.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或政府成立的专门机构经营，或在政府财政政策支持下，由其他保险供给主体（股份公

司、相互公司、合作社等）经营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只由商业性保险机构经营。 

  3.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或出售的产品一般说来，其保险责任较广泛且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较大，从而成本损失率较高，商业性

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或出售的产品其保险责任较窄，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较小，成本损失率较低。 

  4.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要部分由政府买单，商业性农业保险产品则完全由投保人自己买单。 

  5.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不能盈利，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经营则可以盈利。 

  6.政策性农业保险通常包含着只有通过政府行为才能协调开展的工作，如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户信贷资金发放、农产品出口价格补

贴、农业救灾、农业生产调整等农业保护措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商业性农业保险通常通过市场机制就能较好地运作。 

  7.政策性农业保险通常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保险是为了解决自愿投保条件下的参与率不

高的问题，往往通过有关法律法规，将参与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优惠政策相联系，如果符合投保条件的农户不按规定投保，就不能得到信贷

资金，出灾后不能享受政府救济，不享受政府价格补贴，不能从政府的生产结构调整中得到优惠等。诸如此类的规定提供了利益诱导机制，

从而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具有了某种强制性。而商业性农业保险一般是自愿投保，不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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