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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分析 

   [摘要] 本文通过对安徽省宿松县部分农民进行农业保险问卷调查，分析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

素，并提出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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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保险是通过集合具有同类风险的众多农民，以合理计算保费的形式对种植业、养殖业在发展过程

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是农业生产规避风险、补

偿灾害损失的一种有效工具。然而，农业的弱质性使农业保险难以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理论，

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即纯商业化运营——靠市场自发调节来维护的农业保险无法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本文

结合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农业保险的实地调查情况，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以寻

求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一、问卷调查情况 

   

  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位于安徽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黄梅县及江西省九江市接壤，总人口约 1500

人，计 400余户。全村耕地面积约 2000余亩，土地肥沃，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

期 250天，每年平均温度 16.6℃，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棉花、油菜、芝麻、大豆、玉米、花生等多种经

济作物。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棉花，年人均收入 5000元左右，在中部几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选取该

村开展此次农业保险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发放 3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

问卷 276份。关于农民对保险的了解和购买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 

  被调查的农民 90%知道或听说过保险，了解保险的作用和意义的占 30%，认为有必要购买保险的占

40%，只有 15%的农民能看懂保险条款。60%的农户认为保险费负担过重，真正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农户只

占 20%，加上民政部门购买的养老保险也只有 30%，其中为农产品、农具投保的为 0%。而在投保的 30%

人群中，有 45%是被迫购买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学生平安保险和民政部门的养老保险），80%发生保险事

故时能得到及时的赔偿。这说明该村村民的保险意识很弱，而且保险负担较重。在问及“您的庄稼或者家禽

遭到损害时，你会”的问题时，有 80%的人回答“自己承担”或“听天由命”，10%的农民回答“靠国家救济或集

体承担”，靠亲朋好友的为 10%。 

  通过这次问卷调查可以发现，该村购买普通商业保险的人很少，购买农业保险的则为 0%。这说明农业

保险机制没有深入到该村村民心中，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非常淡薄。 

   

  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 

   

  1、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道德风险，指被保险人由于参加了保险而放松对风险的预防或者在生产

过程中做了手脚，而保险人却难以了解。逆向选择的产生是由于被保险人对于土地的产出能力和风险状况

等信息比保险人更了解，因此可以得到低于他们实际风险水平的费率，从而导致保险效率的降低。在具有

一般程度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标的物中，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发生。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

即其标的具有生命性且标的价值会随着生长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并且农业经营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后期的管理水平等。同时，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农民对于农业风险以及土地特质等方面的认识

和理解要比保险人多。由此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实际保险损失率过高，在按照损失率

确定保险费率的情况下，当保险费率高到超过农民自己分散风险的成本时，市场失灵就会发生。2006年我

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 8.46亿元，按 9 亿农民计算人均不到 1 元，而养殖业保费赔付率竟达 232.2%。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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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逆向选择的结

果相吻合，即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导致农险市场萎缩。 

  

    2、农业保险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导致市场失

灵。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稳定则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还包括整个社会；相反，受损的也不只是农民，而

会波及整个社会。投保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

会成本。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间的差异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这样全社会就搭了农险投保

人的“便车”。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使全社会受益。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的边

际私人收益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

但无论是保险人还是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就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

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农业保险市场

必然失灵。 

  3、农业风险区域性强。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而且呈明显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地域差异，自

北至南依次出现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赤道带等 6 个气候带。这决定了农业风险区域性

强，表现为不同区域间农业保险的险别、标的种类、风险事故的种类及周期、频率、强度差异，这造成农

业保险单位经营区划、费率的厘定与区分复杂，投入资金与技术的成本很高。 

   

  三、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须由政府来提供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要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既应

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又要注重市场的灵活性，并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 

  1、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作为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政府首先要出台《农业保险法》，明确

各级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相关责任和利益，避免各级主体在农业保险中的随意性。其次，政府应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保险机构不同程度的补贴和减免。对技术含量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应

为 60%～100%，因为这类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且大部分是外向型，出口创汇能力强、投入成本高。对

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为 40%～60%，对此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补贴少了农业保

险机构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补贴过多则涉及保险公司的信誉度等问题。房屋、机械及个人医疗、责任、意

外伤害和养老保险应发挥“以险养险”的功效，其补贴值为 40%以下。此外，应设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也可与地方政府共同筹集设立地方性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2、实行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职能进行调节，政策性保险商业

化经营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农民直接

进行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直接对农民进行保费补贴，把农民推向保险公司，

将使需求曲线上移；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补贴，使其获得必要利润，将保险公司引向农业，供给曲

线下移，供求曲线就会相交。“以险养险”特许农业保险人经营一定范围的农村险，以其赢利弥补农业险的

亏损。 

   3、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面对农业的非系统性风险需要独自

承受高额经营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更是回天无力，没有农业再保险的支持难以发展。再保险的形式

多样，国家政策农业保险公司应为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而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可

以从县、市及区域性的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之间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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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失灵恰恰反映我国农业保险

市场有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政府部门大力扶持和保险公司坚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就可以解

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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