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试图根据我国农业保险的特点，提出一个以天气指数作为赔款依据的新农业保险险种———气候保险，以

解决我国农业保险现有险种经营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成本过高问题，提高农业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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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农业气候保险的探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传统险种“三高三低”

（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和低保额、低收费、低保障）的痼疾一

直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户少且保额低，

农业保险公司亏损严重，基本上都是依靠政府大量的财政补

贴来维持运营，给政府财政造成了较重的负担。本文拟就解决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问题作一个有益探索。

一、实施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1. 中央为农业保险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条件。自 2004年

以来，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发展农业保险提出了具

体要求。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

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

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

体系。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

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

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

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意见》不仅继续肯定了农

业保险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进一步提出要完

善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和保障机制，为农业保险的大力发展

提供了政策基础。

2. 发展农业保险有助于利用WTO的“绿箱政策”扶持

农业。农业补贴作为WTO认定的“红箱政策”是不被世界各

国认可的，容易遭到进口国的“反补贴诉讼”。而农业保险符合

WTO认定的“绿箱政策”，是为各国普遍认可的扶持农业的

间接手段。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有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在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1. 农业保险需求乏力。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险险种和

农险机构、从业人员均处于较低水平。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财

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仅为千分之几，与我国 63.91%的农村

人口比例大不相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农民收入较

低，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的需求都较难满足，因此支付农业保险

保费有一定的困难。另外，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

保险的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农业保险是一种科学的规避经

营风险的措施，而将其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花销。有些地方政府

和部门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也存在不足，甚至将农业保险视为

对农民的乱收费而加以取缔。

2. 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目前，我国仅有四家专业性的农

业保险公司，即上海安信、吉林安华、黑龙江阳光和安徽国元。

此外，农业保险的险种项目也在不断减少，由最多时候的 60

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 30个。作为我国农业保险业务量最

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其 2002年农业险的收入也仅仅

占到公司保费总收入的 0.6%左右，比上年同期下降 20%，赔

付率为 88%，大大高于保险界公认的 70%的临界点。中国人保

为在海外上市，不得不将农业保险等一些长期亏损的险种剥

离出去。

3. 农业保险经营陷入恶性循环。由于农业保险与社会保

险、其他商业保险相比，其可保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使

得农业保险具有“三高三低”的特征，导致农业保险经营陷入

一个恶性循环中：保险公司越是亏损就越不愿意开展业务，越

是亏损就越要提高费率，而费率提高后，农民又无力投保，遇

到灾害时受到的损失也就越大，就越没有能力投保。目前，农

业保险处于尴尬境地———如果按商业化操作的要求制定保险

费率，农民根本保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

费率，保险公司又赔不起。

三、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农业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即较高的

交易成本与赔付率，这既限制了农业保险的供给又抑制了农

业保险的需求。农产品的生产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使得农业保

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作为政策性保险，农业保险的目标

应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利益，而不应以经营者的谋利为目

的。然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是开办

农业保险的主体，这必然在农业保险政策性目标和商业化经

营目标之间产生矛盾。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当前的农业保险

的特殊性难以满足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市场化经营的

条件：

1. 农业个体经营的生产模式，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高、

有效需求不足，使得农业保险的市场化经营难以为继。家庭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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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承包责任制造就了成千上万个“超小规模”的农户，农业生

产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较浓，商品化程度较低。这客观

上对农业保险造成两种影响：一是农业经营单位大量分散，给

农业保险的承保、查勘定损、理赔、风险控制带来了较大的难

度，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较高；二是在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农

业生产经营收入低下等因素的制约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

效需求较低。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公司的主要投保人都是大规

模的农场或畜牧场，广大的个体农户由于收入低下和意识淡

薄等并未购买农业保险。

2. 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特别突出，这是农

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商业保险经营中

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源于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

对称。逆向选择风险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保险公司承保的风

险单位的风险状况有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保险商品的纯费

率是根据风险单位集合的平均损失率来确定的，这样必然导

致高风险单位倾向于购买保险，而低风险单位倾向于放弃购

买保险，或者是鼓励原来的低风险单位从事高风险的项目，从

而导致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上升。农业经济的地域差异性和个

体差异性比较大，因而农业风险的差异性也比较大，这就使得

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逆向选择更为严重。加之农业经济受小农

意识的影响较深，导致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比较严重

且难以有效控制或控制成本比较高。

3. 农业风险的高度关联性不能满足商业保险可保风险

的独立性和随机性的要求。保险能够稳定地实现“风险分散和

组织经济补偿”的职能，前提条件就是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

立的随机事件”。而农业风险，无论是农业气象风险还是病虫

灾害风险，风险单位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

度的时间和空间相关性。我国现阶段多以省内为经营范围的

试点农业保险公司难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风险。而巨灾的

赔付额往往是保险公司难以承受的，一旦该地区发生巨灾，必

然导致保险公司的巨额亏损。

四、选择农业气候保险的优势

1. 气候保险查勘定损成本低，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公司

的盈利能力。气候指标相关数据可直接从气象部门得到，而且

数据的通用性强，只要得到某地区当年的气候指标，就可以将

它作为该地区所有农户的赔付标准，无需挨家挨户地调查每

一农户的产量和收入，操作简易，省去了大量复杂繁琐的工

作，可大大降低保险公司的查勘定损成本。随着农业保险公司

成本的下降，农业保险的保费也会随之下降。这可以使更多的

农民有能力购买农业保险，使农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得到

提高，进而打破现阶段农业保险经营的恶性循环。

2. 气候保险的赔付标准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衡量尺度，可

以避免农业保险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部

分地区农民的保险意识不强，将农业保险看成乱收费，甚至想

歪心思进行骗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农业保险缺乏科学

的认识。通过引入自然条件指数这一相对客观的衡量尺度，将

人人可见、几乎没有争议的气象指数作为赔付标准，既能提高

农业保险信息的透明度，又能提高广大农户对农业保险的科

学性、合理性的认识。

3. 气候保险可消除由于农民主观原因导致的产量和收

入减少而造成超责任索赔的现象。农业减产的原因有很多，可

能是由于客观原因（如气候条件）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农户

本身疏于管理或主观懈怠造成的。而对于农户自身原因造成

的减产，保险公司是没有赔付责任的。气候保险将赔付标准严

格限定为客观的天气因素而不包含其他主客观原因，从而可

解决超责任索赔的问题。

五、实施农业气候保险的步骤

1. 以气象指数为标准来实施农业气候保险。在农业生产

中，农作物的产量与气候呈现出较强的关联度，例如气温的高

低或降雨量的过多（水灾）或过少（旱灾）将导致农作物收益的

变化。气象指数就是利用这一特性，把一个或几个气候状况对

农作物的损失程度通过指数的方式反映出来（相当于给气候

状况打分），每个指数都有相对应的农作物产出量和经济收益

（损失）。保险合同就以此指数为基础来达成，当指数超过一定

水平，也就是灾害性天气达到一定程度时，此保险合同就被

“激活”，保险人可根据指数大小和对应的“估计”损失对被保

险人给予赔付，即赔付金额只需根据气象指数和核定后的预

测损失价值，再结合每个被保险人的种植面积加以计算即可。

由此，农业气象指数把以往传统技术下的农业保险管理和查

勘理赔的大量工作提前了、科学化了。

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介绍，印度最大的私人银行

ICICI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已经连续 3年试行农业气候保

险，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业务

拓展到全印度。印度农业气候保险的风险责任仅限于干旱；在

加拿大，该保险用于分散低降雨造成的奶制品产出下降的风

险，补偿高温带来的玉米和饲草的种植利益损失等；在墨西

哥，种植业保险通过气候保险衍生工具进行再保险；在阿根

廷，该保险用于分散化肥贷款由于天气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

财务风险等；在南非，苹果合作社应用它来分散霜冻带来的苹

果种植风险。

2. 以农业管理部门为载体，带动农民进行统一的气候保

险。在我国，准确的农业统计数据和气象数据掌握在政府手

中，农业专家和气象专家也大多为政府等公共部门服务，在我

国推广农业气候保险应考虑这些因素。由于对农业保险的多

数险种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完善的商业化市场，商业保险公司

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大多是在政府的引导或扶持下进行的，所

以政府对农业气候保险的认同与否至关重要。随着《国务院关

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和我国农业保险

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政府的支持力度的加大和国外保险机

构的参与等，农业气候保险将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揭开新

的一页。

主要参考文献

1.郑晓珍袁 王芬. 台风野桑美冶对水产养殖险的思考. 集团

经济研究袁2006曰33

2.关伟袁郑适袁马进.论农业保险的政府支持尧产品及制度

创新.管理世界袁2005曰6

阴窑34窑财会月刊渊综合冤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