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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和思路 

  农业保险从属于农业风险管理，其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承前述，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发展变迁并不是一个孤

立的、即兴的事情，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应有其内在的基本特征，今后农业保险的发展变迁也应

有其基本思路。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1. 时间短、不连续，难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续制度规则 

  建国后，虽然中国人保在少数地区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但当时没有认识到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也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农业保险制度。经过1980年后，人们对农业保险认识逐渐提高，开始重视农业保险制度，进行了一些农业保险的试

验。在制度试验上，一直围绕着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以及发展模式。因为只在少数地区试点，较为常见的一种模式是

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而不同的地区由于地方政府的态度不同，扶植力度不同，在一些地方成功的做法也不

可能在全国推广。这些制度只是试验性的，不仅时间上断断续续，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不连续，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总

体性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但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依然是农业保险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

程，存在一种路径依赖。 

  2. 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政府参与度过低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保险或停或办，而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政府重视农业保险，又开始对农业保险制

度进行调整与创新。但在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并未能发挥制度供给的主体作用，进行农业保险试点

的区域在没有相关法律作保障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农业保险依赖政府支持和财政

补贴，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态度各异，只有在少数重视农业保险地区，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并提供政策优

惠、补贴保费和管理费、减免营业税，农业保险在这些地方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总的来讲，国家、地方政府的参与

程度还是比较低的。政府今后应充分发挥其在农业保险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提供必要的财政税收支持，制定相关的法

律法规来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体现政府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最短的时

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变迁。 

  3. 农业保险制度逐渐显现区域化发展 

  我国的农业保险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少数地区或者因为地区农业的特点和优势，或者因为地方政府的重视，或

者因为探索到一种适合的制度模式等原因，农业保险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些区域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的探索，对当地

的农业风险管理起到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上海，经济发达、农业

基础较好，特别是长期以来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探索本地农业保险发展的特点

和规律，“以险养险”，农业保险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但“上海模式”却

是个案，难以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此外，新疆、黑龙江、四川等全国其他地区也在探索适合各自实际情况的农业保

险制度。我国地域广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制度的区域化特征

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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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思路 

  早在20多年前，我国对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就有迫切的需求，但一直以来，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缺位，导致

农业保险制度供给不足，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长期以来处于非均衡状态。只要存在制度非均衡，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变

迁。一种新的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一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二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安排的

变迁变得合算了。一般而言，制度变迁中需要明确其条件、必要性、范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主体、方式和方法

等基本思路，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保险制度创新的未来方向和基本框架。在这里，我们仅考察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范

围、主体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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