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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农业自然灾害和农业保险认知
情况的调查分析

Ξ

刘荣茂, 冯荣伟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如何保护农民的农业财产, 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促使农民高效地进行

农业生产, 是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对江苏十个地区农民参加农业保险意愿情况的调

查基础上, 分析了农民投保农业保险的制约因素, 提出了实施和推广农业保险的建议。

关键词: 自然灾害; 农业保险; 农民; 投保意愿

中图分类号: X43; F8401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02811X (2006) 0120117204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农业生产的稳定

性和高效性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在

自然灾害多发的不利情况下, 通过提供农业保险的

保障是稳定农业生产的有效途径。我国自1982 年开

始新的农业保险业务以来, 主要由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 (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

保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最高年份是

1993 年, 达到了813 亿元, 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

入的3158%。到2000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降至3187

亿元, 2001 年又缩减至3131 亿元。

江苏农业保险处于全国较低水平, 2003 年全省

农业保费只有 850 万元, 列全国倒数第三位。2004

年, 江苏省保监局批准了淮安市作为江苏省唯一试

办农业保险的试点市。淮安市试办农业保险, 采取

稳步推进的方法, 首先在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种植

业、养殖业和住房保险等方面开展业务。

为了了解农民的投保意愿, 促进农业保险的进

一步推广和发展, 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学生对苏北

(盐城、徐州和宿迁)、苏中 (泰州、南通、镇江、扬

州)、苏南 (苏州、无锡和常州) 的十个地区的农民

进行了调查,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农民投保农业

保险的因素, 提出了实施和推广农业保险的建议。

1　农民对农业自然灾害和农业保险的
认知情况

111　农民对农业自然灾害的认知情况

11111　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

本次调查由农民自述其所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

种类, 具体数据如表1。

　表1　　　农民面临的农业主要自然灾害 %

地区 旱灾 冰雹 霜冻 洪涝灾害 病虫害 家畜疾病

苏北 20116 7123 15176 27139 19138 10108

苏中 19182 1133 14170 22105 34108 8102

苏南 4196 3155 5167 42155 39101 4126

从表1 可以看出, 旱灾、霜冻、洪涝灾害、病虫

害是江苏农民面临的主要灾害, 但不同地区面临的

主要灾害不同, 苏南农民所面临的主要是洪涝灾害

和病虫害; 苏中农民所面临的主要是病虫害、洪涝

灾害、旱灾和霜冻; 苏北农民所面临的主要是洪涝

灾害、旱灾、病虫害和霜冻。

11112　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情况

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给农民的农业生产带来了

一定程度的损失, 根据调查, 近3 年自然灾害给江苏

农民带来的损失程度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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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自然灾害给江苏农民农业生产

　　　　　　　　　带来的损失情况 %

一成以下 一成到三成 三成到五成 五成以上

苏北 10100 52131 31154 6115

苏中 30123 53149 12179 3149

苏南 60153 25100 7189 6158

江苏省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之一, 但是江苏

农民自认为农业生产损失并不是很大。损失五成以

上的比重在七个百分点以下, 损失程度从苏北、苏

中到苏南呈递减形态, 损失主要在五成以下。

112　农民对保险及农业保险的认知情况

江苏的各区域农民90% 以上都听说过保险, 但

是对于农业保险, 苏北有78126% 的农民听说过, 苏

中仅有55156% 的农民听说, 苏南也只有53185% 的

农民知道有农业保险。

农村与城镇相比, 信息的流通程度较低。考察

保险在农村的宣传程度一定意义上也可指导农业保

险的宣传策略的制定。对于一般的保险认知渠道有

多种方式, 本次调查统计出了江苏各区域农民对保

险的认知渠道 (表3)。

　表3　　　　江苏农民对保险的认知渠道 %

地区 电视广播 报纸 政府宣传 保险员推销 其它

苏北 22145 20141 31163 19190 5161

苏中 28111 14146 26110 31133 0100

苏南 34178 25147 27195 11180 0100

由表3 可以看出, 政府宣传是江苏农民认知保

险的重要渠道, 但是不同区域的农民认知保险的主

要渠道不同, 苏南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政府宣传和

报纸; 苏中主要通过保险员推销、电视广播、政府

宣传和报纸; 苏北主要通过政府宣传、电视广播、报

纸和保险员推销。

2　农民投保农业保险的意愿分析

在调查过程中, 苏北农民愿意考虑购买农业保

险的占80177% , 苏中农民愿意考虑购买农业保险的

占56125% , 而仅有26192% 的苏南农民有意向购买

农业保险。

211　自然风险是农民投保农业保险的动力

由农业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 自然灾害每年平

均使江苏13134 多万hm 2 作物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

在25 亿元以上。苏北区损失集中在一到五成; 苏中

的损失集中在三成以下; 而苏南损失也在三成以下。

据省农林厅提供的资料, 2003 年夏季, 江苏省遭受

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209137

万hm 2, 其中严重受灾面积116119 万hm 2, 绝收面

积26115 万hm 2, 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38 亿元。

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和多发性常常使得农民为此忙于

奔波, 担心自己的农作物受损。本次调查的农民大

多数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听天气预报更是他们的必

修课, 表现出了对自然因素的关注。所以, 自然灾

害成为江苏农民投保农业保险的直接动力。

212　经济发达程度对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愿意影

响较大

　表4　经济发达程度与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愿意　%

地区 苏南 苏中 苏北

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26192 56125 80177

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73108 43175 19123

江苏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 苏南地

区受上海辐射效应, 经济发展比苏北和苏中要迅速

和高效, 因而相比之下苏南农民的收入也要高一些,

但是经调查结果显示, 苏南农民有73108% 不愿意购

买农业保险, 而苏北农民只有19123% 不愿意购买农

业保险。苏南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少, 非农收入

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 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

小, 农业自然灾害损失对其总收入影响程度较小, 所

以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不强。苏北地区农民农业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 农业自然灾害损失对其

总收入影响程度较大, 所以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

相对较强。

213　教育程度对农民购买农业保险愿意的有一定

的影响

　表5　 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投保愿意

受教育年限 (年) 3 年以下 3～ 6 7～ 9 10～ 12 13 年以上

愿意购买 (% ) 24114 70165 54197 67121 50100

不愿意购买 (% ) 75186 29135 45103 32179 50100

由表 5 数据可以显而易见, 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对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愿意有一定的影响, 教育程度

越高, 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越强。

3　农民不愿购买农业保险的原因分析

根据调查, 农民不愿购买农业保险的原因主要

有以下方面。

　表 6　　　江苏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的原因 %

地区
投保费
用过高

农产品自产自
用, 没必要投保

周围人不投保, 自
已也不愿投保

对保险公
司不信任

其他

苏北 33196 13121 22164 28130 1189

苏中 27111 24110 19128 14145 15106

苏南 4123 52111 15149 2182 2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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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投保费用过高

苏北、苏中农民把这一项列为阻碍他们购买农

业保险的最大因素。2004 年上半年江苏省农民人均

现金收入为 2 450 元, 虽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516% , 但是按农业受灾损失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

率一般占农产品产值的 8%～ 12% 左右, 甚至更高。

如此高的保险费自然让农民望而却步, 即使农民有

意愿要投保, 也承担不起如此高额的保险费用, 从而

导致农业保险的承保密度很低, 保险公司难以形成

起码的规模效益。

312　农产品自产自用, 没必要投保

苏南有 52111% 的农民认为农产品不销售到市

场, 农产品自给自足, 没有购买农业保险的必要。苏

南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模式,

苏南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为农民们提供了许多的

就业机会。农民们于是就脱离他们以往赖以生存的

土地, 大量涌入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中, 土地要么

闲置, 要么出租, 自己只留下一小部分自留地用于自

产自用。对于不再充当主要收入来源的少量的自用

农产品, 大部分农民认为没有投保的必要。

313　周围人不投保, 自己也不愿投保

苏北、苏中和苏南分别有 22164%、19128% 和

15149% 的农民选择了该项, 占到了各区域所有农民

的五分之一左右, 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阻碍要素。这跟

农民自身的思想有关, 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

征, 就是随大流。如果有一部分农民强烈抵制农业保

险, 而且还同时劝阻本来是有意向投保农业保险的

农民, 那么这部分农民也就成为消费者行为学中所

描述的舆论倡导者, 从而影响到其他农民的投保意

愿。

314　对保险公司不信任

这在苏北和苏中地区表现得比较明显, 分别有

28130%、14145% 的农民对于保险公司不够信任。首

先是因为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比城镇居民要少, 考虑

到保险产品的需求量, 保险公司主要业务集中在城

镇, 很少触及到农村, 保险产品在农村宣传力度不

够, 导致农民对保险公司不了解, 在保守心理的驱使

下, 农民必然要与保险公司产生一定心理上的距离。

再加之农业保险高保费以及保险公司商业性非公益

性的特点, 农民的怀疑度的增加也是理所当然。

4　促进农业保险实施和推广的建议

在实施和推广农业保险过程中, 政府应充当主

要角色, 从农民、政府自身及商业保险公司三方面入

手。

411　通过有效的宣传方式提高农民投保农业保险

的意识

在调查中发现, 农民最为信任的农业保险宣传

方式是政府宣传, 苏北、苏中、苏南农民分别有

53107%、71143%、62122% 信赖政府的宣传形式。这

给我们政府提供了一个信息, 就是要求政府要做好

农业保险的宣传工作, 帮助农民认识到参加农业保

险是一种互助互济、以农养农、以丰补歉、自我积累、

自我救助的行为。

412　政府应尽快出台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

(1)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美国通过

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对参与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各种

私营保险公司、联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再

保险支持。日本则由都、道、府、县的共济组合联合会

和中央政府为市、町、村的农业共济组合提供两级再

保险。中国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由政府出

面成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 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

支持。

(2)政府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 鼓励其参加农

业保险。美国保费补贴比例因险种不同而有所差异,

2000 年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16 美元。其中巨

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 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

险等保费补贴率为40%。日本保费补贴比例依费率

不同而高低有别, 费率越高, 补贴越高。水稻补贴

70% , 小麦最高补贴80%。我国政府也应该根据不同

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和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提供不

同程度的保险费补贴。

(3) 大灾之年准备金积累不足以支付农业保险

赔款时, 应由我国政府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各类机构

发放无息贷款, 并让其从以后的经营盈余中逐年归

还。

413　保险公司要开发多种保险种类

国内保险公司把农险业务视同“鸡肋”, 但法国

安盟公司的做法却使人看到了农险业务中隐藏着

“真金白银”。安盟创新地将农险概念从“农业保险”

扩展为“农村保险”, 跳出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圈

子, 向农户提供“一揽子全面保障方案”, 通过险种间

的“互相调剂”, 找到农民付得起保费、保险公司又不

至于亏损的经营平衡点。而目前, 中资公司农险范围

主要集中在种植、养殖两业, 受高风险、高赔付率等

因素的影响, 经营上基本处于亏损状态。所以, 借鉴

安盟的做法, 开发多种保险业务, 转移农业保险的风

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414　农业保险力求基金来源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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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是整个国民生产的基础, 保证农业生

产的稳定性才可以保证工业生产、服务产业的稳定。

那么, 农业保险的受益者将不仅仅是农民自己, 还包

括以农产品为工业原料的工业部门生产者、政府甚

至各个国民经济部门。现在农业保险基金制从农民

手中收缴, 对于本身收入并不高的农民来说确实是

一个不小的负担, 而且也有失公平性。农民的保费可

作为基本基金来源, 同时按照实际情况, 相关工业生

产者、政府、消费者以不同比例的形式承担一部分费

用。政府还应针对重大灾害可能导致的保险基金的

不足, 尽可能给予及时的财政拨款或财政补贴, 从而

保证雄厚的资金后备力量。

415　加快保险立法

1995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149 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

业, 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该法对农

业保险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法律规范, 直到现在我国

还没有出台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农业保险法律的

缺位导致了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 政府往往

根据财政收入情况决定对农业保险的支持程度。应

努力加快农业保险的法制建设, 制定出符合农业生

产实际的、科学可操作的农业保险条款体系, 以保证

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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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iga t ion and Ana lysis of the Situa tion of Pea san t’s Cogn it ion of

Agr iculture’s Na tura l Ca lam ity and Agr icultura l In surance

L IU Rong2m ao and FEN Rong2w ei
(Colleg e of E conom ics and M anag em en t, N anj ing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N anj ing 210095, Ch ina)

Abs tra c t: O u r coun try is p rone to na tu ra l ca lam it ies. How to p ro tect peasan ts’ agricu ltu ra l p roperty,

avo id their w o rry and im p rove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ion efficien t ly is an im po rtan t sub ject to m ake overa ll

p lan and all2round con sidera t ion of the developm en t in u rban and ru ra l a reas and set up the harm on iou s so2
ciety. Based on the w ill invest iga t ion of agricu ltu ra l in su rance am ong the farm ers in 10 dist ricts in J iangsu,

rest rict ive facto rs of agricu ltu ra l in su rance are ana lyzed and som e suggest ion s to im p lem en t and popu larize

agricu ltu ra l in su rance are pu t fo rw ard.

Ke y w o rds: na tu ra l ca lam ity; agricu ltu ra l in su rance; peasan t; in su rance w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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