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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农村人身保险市场  

    一、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现状 

    由于缺乏农村保险市场统计数据，我们借助县域保险发展情况，来反映农村保险市场的状况。2004年，

全国县域保费收入 1321.5亿元，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 30.6%；其中，县域人身险保费收入 958.74亿元，占

全国人身险保费收入的 29.7％。而农村人身险保费收入占县域保费的比重一般在 20%以下。因此，我国农

村人身保险市场亟待开发。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1.收入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93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已超出中国人身保险起步阶段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 1982年开始试办人身保险业务，在 1982-1992起

步的十年间，人身保险业务主要在城镇展开，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2004年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 

    2.现实的需求。主要包括：一是我国乡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严重。世界经验表明，农村人口老

龄化使得政府只能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发挥有限的作用，从而会增强对医疗、养老保险的需求。农村人口

老龄化也会逐步改变人们消费及储蓄结构，提升人们养老的危机意识，为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开展留下

广阔空间。此外，老年人群体是一个各种慢性病高发的群体，这不仅对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

由于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趋弱化，老年人护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老年照料护理类的险种，将拥有广阔市

场。 

    二是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增加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家庭结构

小型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农民养老观念的变化，为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 

    三是特殊农民群体的人身保险需求。包括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保障需求、占全国人口 10%的农民工

的保障需求等等。 

    四是农户对保单质押贷款的需求。当前的正规金融安排不支持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农户借贷资金中绝大

部分来自民间金融。从实践层面的反映来看，多功能的养老金账户，尤其是能够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急需提

供灵活贷款支持的养老金账户，深受农民欢迎。 

    二、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提供给农村市场的保险产品不适合农民的需求。风险保障是农民购买保险的主要目的。但当前为农民

设计的保险产品，并不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切身需要。一是产品未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同质化现象严重。二

是保险产品价格较高，超出多数农民的保险购买能力。云南调查显示，1/3的农民被调查者认为保险“太贵

了，经济上承受不起”，而对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的调查显示，针对“县域家庭未购买保险的主要原因”，也有

1/5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因为“收入低，家庭经济困难”。三是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结构单一，产品数量较少。

保险公司在县域特别是农村提供的保险品种和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对于防老、防病、防灾的迫切需求。 

    2.营销体系建设与组织形式创新等方面的工作亟需加强。人身保险的营销渠道通常包括个人代理渠道、

团体销售渠道及中介代理渠道。目前，我国农村保险的营销渠道主要是以个人代理渠道为主的农村营销服

务部体系。总体来看，农村营销网络的构筑远未成型，完整、有效的营销渠道体系的建立也尚需时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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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保险公司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的设立、管理模式创新、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的创新、与政府的合

作模式创新、理赔管理的创新等工作，也需要加强。 

三、发展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对策建议 

    1.开发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保险产品。首先，农村人身保险产品要适合农民需求、条款简单、保费低廉、

保障适度。建议加大支持农村人身保险产品创新的力度，填补农民的保险保障空白。针对农民的收入状况

和实际需要，重点开发医疗、养老、意外等保障险种，发展寿险小额期交业务。分红险产品不是特别适合

农村市场的需求，应尽量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内。同时要调整好新单业务中趸交、短期和长期业务的比

例，保持合理的结构，将期交业务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保护农村人身险业务的可持续性。 

    其次，要努力进行市场和产品细分，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地域农民的保险保障需求。 

    再次，要合理制订农村人身保险产品价格，为农民提供适合购买的人身保险产品。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把握薄利多销的原则，推出保费较低、保障适度的保险产品，服务于农民，让利于

农民，真正体现出对农村和农民的反哺，为建立和谐社会，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有所贡献。 

    最后，必须大力推进条款通俗化工作，方便农民理解人身保险产品。一些保险产品条款难以读懂、读不

明白的现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民购买保险产品的积极性，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保险纠纷，损害了农

民的权益。 

    2.加强农村人身保险的渠道构建和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信息分布和传递不平衡、

不充分，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更可谓是新生事物，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

因此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村人身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

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农村保险普遍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

突出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要健全客户服

务体系，建立和运用符合农村实际的服务方式。 

    3.农村人身保险发展有赖于保险主体、监管部门及政府部门等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保监会大力倡导发展县域保险，

很多保险公司加大了发展农村保险业务的力量。但农村人身保险在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为此，应当加强

统筹安排和总体规划，充分重视县域业务，鼓励保险公司加大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投入和开发，提高农村保

险保障程度。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引导，大力调动保险机构进入农村市场的积极性和动力。而各保险机

构也应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在谋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为“三农”问题的解决

和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贡献，同时也有助于加快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