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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演进：一个制度变迁视角(上)

 作    者：黄英君

 作者单位：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农业保险 历史演进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史过程的梳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从历史的角度展开对我国农业保

险制度变迁的全方位研究，回顾了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全方位推进历程，从国家层面来研究和探讨我国农业保险

制度发展变迁和演化的基本思路和特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农业灾害十分频繁的国家, 农业保险作为防范农业风险、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创

新，发展农业保险以规避农业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我国农民利益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发展

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一致，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正当其时。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农业的保护，WTO框架下的

农产品贸易协议将农业保险列为绿箱政策为各国广泛采用，农业保险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农业保护与国际接轨。农业生

产自身的弱质性和弱势性以及生产过程的特殊性,使得农业保险的开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一直以来，农业保险发

展时断时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管理功能。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农业保险历史演进，应成为研究我国农业保险

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 

  

   国家在农业保险历史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 

  “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没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论，也不能真正完成关于产权

的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

的效率负责”。国家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国家提供宪政秩序、法律制度等基本的制度安排。国家作为一种垄断性的

制度安排具有其他竞争性制度如市场、企业所不具有的特征优势。国家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长期制度变迁中具有特

殊的角色定位。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因此，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国家具有强制性、垄断性

以及规模经济的天然优势。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正如穆勒所论,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

将存在”。 

  所以，国家一旦形成，就能利用其优势干预和推动制度变迁，对制度变迁发挥着独特的、举足轻重乃至决定性的

作用。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金融保险制度的产生是为了降低、节约交易费用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有学者认

为 ，世界上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普遍实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理论来源于保险市场存在着

失灵、垄断性或有限竞争性。我国保险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农业保险市场更是如此。政府干预农业保险成为一种

必要和必须，而更多地应体现为一种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促进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增强农户

保险意识，扩大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国家的强制性属性和特征决定了其在保险制度及其变迁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农业保险特有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更是决定了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 

  首先，从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需求来看，保险人可以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等利益诱导机制引导和促进

制度变迁，且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 。其次，从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供给来看，国家既可以通过修改相

关法律法规，增加制度供给能力，也可以利用其强制性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供给成本，解决制度供给的持续性不

足，这里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再次，从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方式来看，不论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

制性制度变迁，国家的作用都是明显的。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主要是以法律、行政命令等形式承认由个

人或一群人响应获利机会而创立的新制度；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凭借自身垄断

的强制力，国家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2.通过制定强制性规则、意识形态控制、财政税收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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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减少“搭便车”现象，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加速制度变迁进程；3.凭借暴力潜能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

的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4.供应作为（准）公共品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包括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 。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主体包括农业

保险的各受益方，主要是农业保险三方行为主体，即政府、农户和保险公司。其中，政府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初

级行动团体，农户和保险公司应为次级行动团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国家及其统治代理

人，并不是完全依照制度均衡与否和需求的大小来决定是否进行制度创新，而是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的利

益和效用最大化。农业保险制度的供给与变迁，仍取决于对国家效用函数中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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