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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农业保险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金融网 

 正    文：

  中国保监会2004年虽然在黑龙江、吉林、上海、新疆、内蒙古、湖南、安徽、四川、浙江等9个省市区启动了农

业保险试点，并成立了上海安信、黑龙江阳光互助和吉林安华等三家专业农险公司，但目前尚属试验阶段，无法形成

规模效益，对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可见，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远不能满足农村和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中国农业保险供给缺口很大，

这与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保障农民生活安定的现实要求有着突出的矛盾。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经济多年来快速发展，尤其2007年GDP同比增长11.4% ，国内生产总值24.66万亿元，中国保险业虽经十余年

的做大做强式快速发展，而保险业的发展却依然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匹配，风险分散能力仍然非常有限，满足不了

自然灾害保障的需求，在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指标上也明显不足，远远落后于其他过密经济的发展，显

现出我国当前的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 

  1.保险的产品缺乏、覆盖面比较低，应急处理机制不健全。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

家，因灾损失十分巨大，但相应的保险开发程度却非常低，一方面，专门针对自然灾害的险种设计寥寥无几，覆盖面

严重不足，如地震险便长期搁浅；另一方面，承保后的防灾防损检查与服务薄弱、应急处理机制不健全。 

  2.保险市场紊乱。市场机制包括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和市场运行规则。在保险市场中，保险经营单位提供风险损

失的经济补偿。保险市场的客体是保险，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商品。保险市场的主体分为买方主体和卖方主体两种，

买方主体是购买保险的个人和单位，卖方主体是经营“ 保险”商品的单位。单一的卖方主体会形成对保险市场的垄

断，卖方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形成保险市场的竞争机制。市场规则是规范市场行为的准则，有了规则，市场才能有序

运行。但我国目前的农业灾害保险市场，无论从客体、从主体还是从市场规则来说，都不十分健全，从而影响了农业

灾害保险业的正常发展。 

  3. 国家财政支持力度不够。许多发达国家都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支持农业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减

免税收等措施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间接实施对当地农业、农户的政策扶持与利益保护。恰恰相反，在保险市场商业

化改革后，我国大量削减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在自然灾害频发、保费费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国家政

策补贴的支持，那么中国的农业保险是不能持续经营的。因此，仅仅通过商业保险来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目

标，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4.部分保险条款、费率不尽合理。目前，我国企业财产保险条款，一方面责任过大，承担了国际保险界不保的巨

灾责任，权利、义务之间有距离；另一方面，费率设计上没有考虑自然灾害对不同地区、不同建筑、不同设施防灾水

平的区别而采取级差费率，这不仅使受保人负担的保费不合理，而且对被保人的防灾积极性不能起促进作用。 

  5.保险理赔技术性标准严苛，灾害保险的保障功能大大弱化。比如财产保险条款中的“雪灾”保险责任就是一个

技术性标准：只有雪压达到特定要求导致建筑物倒塌时，保险公司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是只要雪灾后有损失保险公

司就进行赔付。再比如，我国的公路交通运输业目前依然代销交通意外伤害保险，但这种无记名的保险凭证没有进入

到保险公司的软件系统，因此也无法确认保险的购买者和受益者，难以保障人们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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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巨灾保险支持保护体系缺失。对保险公司而言，自然灾害保险风险巨大、不确定性强、损失严重、涉及的范

围广、操作复杂，需要政府给予特殊的保障。因此，无论从降低保险者负担的角度看，还是从保障社会公益的角度

看，政府都应该承担起一定的扶持、援助责任。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不仅在设立巨灾基

金、再保险安排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同时还向资本市场推出巨灾风险证券等创新产品，以提升保险业承保能力。在我

国，由于没有巨灾支持保护体系，巨灾损失完全由保险公司独立承担，大量风险集中于经营主体自身，使得保险赔付

率居高不下，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承保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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