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物 灾 害 科 学  2013,  36(1):  111114                                                              http://xuebao.jxau.edu.cn 
Biological Disaster Science, Vol. 36, No. 1, 2013                                                                          swzhkx@163.com 

收稿日期：20130122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124007） 

作者简介：刘琳，女，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保险理论教学及中国保险发展研究，Email: 1135202626@qq.com。 

DOI：10.3969/j.issn.20953704.2013.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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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河北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及自然灾害对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可以通过农业保险创新 

积极引导农户使用保险的方式转移和分散风险，以提高河北省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达到保障农业稳定增长、 

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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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Hebei agricultural nature disaster  risk and 
natural disaster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us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novation transfer risk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Hebei agricultural resister nature disaster, ensure the stabl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yields,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s standard and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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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拥有 5 335.71万农 

民，占全省人口  79.65%以上，耕地面积为  639.62 
万  hm 2 ，农业在全省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同时，河北省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省份， 

每年因自然灾害直接带来的经济损失就达数十亿甚 

至上百亿元 [1] 。农业保险是实现风险转移的重要手 

段，但河北省的农业保险发展相对落后。 

1  河北农业发展及自然灾害的特点 

1.1  河北农业发展现状 

河北作为全国的农业大省，根据其经济年鉴 

2011  统计分析，2010  年河北省国民生产总值为 
2.039 万亿元， 其中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为 4 309.42 
亿元，对 GDP 的贡献率为 21.12%。以新国民经济 

行业细分为标准，可以看出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的一半以上，2010 年达到  57.32%，其次是 

牧业产值紧随其后。 
1.2  河北自然灾害特点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1.2.1  河北自然灾害的特点 河北省属温带季风气 

候、 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特点是冬季寒冷少雪， 

夏季炎热多雨； 各地的气温年较差、 日较差都较大。 

从河北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来看，主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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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干旱、洪水灾害 [1] 。从各省、市、自治 

区自然灾害保险风险级别来看，河北省的自然灾害 

保险风险为 3 级 （中度风险级别）， 致灾因素主要为 

干旱、风雹和洪涝。 
1.2.2  自然灾害对河北农业发展的影响 长期以 

来，受灾严重一直是制约河北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的主要因素。2010年，局部地区先后遭受严重的低 

温、风雹、干旱、病虫害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全 

省累计 24.716万 hm 2 农作物绝收， 直接经济损失高 

达 90.5亿元人民币 [1] 。2011 年初的特大旱灾给全省 

农业造成重创，受旱面积 107.7 万 hm 2 ，12.95 万头 
(只)大牲畜因旱灾出现饮水困难。2012 年上半年， 

全省各地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雪灾、旱灾和洪涝等自 

然灾害，受灾面积 29.904 万 hm 2 ，1.464 万 hm 2 绝 

收，倒塌房屋 372 间，直接经济损失 10.66 亿元。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旱灾比较严重，连续性强 [2] 。 

近些年，旱灾成灾面积占总成灾面积的比重均在五 

成以上，2009年更是达到 62.66%。 

2  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发展现状 
2007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办以来， 河北省农业 

保险整体发展状况有所提升， 覆盖面不断扩大， 2009 
年参保农户 632.79 余万户，覆盖全省 11 个设区市， 

发生农业保险赔款 4 亿元，受益农户 48.56 万户， 

保险保障功能初步发挥 [1] 。 

通过表 1 的数据统计，2007 年至 2011 年间， 

我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和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均呈上 

升趋势，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总收 

入的比重非常小，且成小幅下降的趋势。就河北省 

而言，2008年以来，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虽然保持着 
18%左右的稳步增长，但作为农业大省，其农业保 

险保费收入占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较低， 

始终维持在 4%左右 [2] 。此外，笔者根据河北农业保 

险保费收入与河北乡村人口总数计算得出河北农业 

保险密度，即平均每个农村人口为转嫁农业风险所 

支付的保险费，数据显示，从 2007 年至 2011 年， 

河北农村人口人均保费成上升趋势，农业保险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提升，但绝对值偏小，2011年 

仅为 21元。 

表 1  全国农业保险及河北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统计 

年份 

全国财产保险 

保费收入/ 

亿元 

全国农业保险 

保费收入/ 

亿元 

河北财产保险 

保费收入/ 

亿元 

河北农业保险 

保费收入/ 

亿元 

河北农业保险 

密度/ 

元 

2007  2 086.49  51.84  84.20  1.03  2.48 

2008  2 446.45  110.70  103.14  4.70  11.57 

2009  2 992.90  133.90  128.67  5.57  14.08 

2010  4 026.90  135.70  192.91  6.53  — 

2011  4 779.06  178.30  222.92  7.60  20.89 

注：参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经济年鉴提供的数据统计。 

2.2  存在的问题 
2.2.1  保险供给不足 截止  2011 年，河北省共有 
24 家财产保险经营主体， 仅有三家保险公司经营商 

业农业保险业务。 政策性农业保险以试点险种为主， 

如奶牛、能繁母猪、玉米、小麦、棉花保险，且按 

“低保障、广覆盖”来确定保障水平，比如小麦按 

每亩保险金额 300 元；奶牛按每头保险金额 5  000 
元，一旦受灾，农民最高也只能获得基本的成本补 

偿，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在保险责任上，主要承 

担风灾和雹灾对投保种植物造成的损失； 重大病害、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导致投保的养殖个体的直接 

死亡，而普遍存在的旱灾，病虫灾害等均不在保障 

范围之内 [3] 。 
2.2.2  有效需求不足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保 

险市场潜力巨大，然而目前农业保险推进比较缓慢 

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购买力不足，投保意识差。在 
2007 年至 2010 年，河北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由 4 293.4 元增加到 5 858.0 元， 恩格尔系数平均为 
33%，农民生活水平仍处在较低水平阶段，即使有 

参保意愿，也缺乏实际购买力 [4] 。此外，中国农户 

普遍存在防范风险意识不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程 

度偏低，靠天吃饭的同时，更多依赖政府的农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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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和农业救济。 
2.2.3  技术有限及缺乏有效的经营模式 河北省农 

业保险经营技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体现在险种类 

型少，保障范围小及理赔成本高等方面。2009 年河 

北省共承保农业保险金额 119.83 亿元，保险费收入 
5.57  亿元，赔款支出  3.99  亿元，保额损失率为 
3.33%，保险赔付率 71.63%。河北省曾出台农业保 

险相关补贴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业保险保费 

财政补贴试点，保费由农户承担 20%，各级财政承 

担 80%，地方政府在农业保险上的财政补贴比例较 

高 [4] 。然而，河北省政府的经济实力比不上经济发 

达地区，很多地区出现财政困难，财政补贴很难及 

时到位， 从而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开展。 2004年以来， 

我国各地开始积极探索新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并 

开展了一系列的试点工作，然而针对河北省农业保 

险发展的研究较少，一直没有形成有效成熟的发展 

模式。 

3  建议及创新 

3.1  探寻适合发展的模式和制度 

河北农业保险业务主要以政策性试点为主，占 

农业保险总保费收入的九成以上。农业保险具有很 

强的外部性，无论采用何种运行模式，国家财政及 

政策支持都是其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目前国 

内已经出现的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各具特色，为河 

北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比如安信农 

业保险公司在上海推行的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 

化运作的 “安信模式” ；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在吉林推行的围绕和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 

的 “安华模式” ；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创立在四川推行 

的“安盟模式”依靠强大的网络、资金、丰富的农 

险经验和管理优势占领市场。根据河北省经济环境 

和农业保险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发展农业保险要 

依托地方政府， 在农村基层建立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同时以商业保险为辅，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主 

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和制度。 
3.2  完善经营技术手段 
3.2.1  加强险种开发技术，开发产品销售渠道 加 

强农业保险产品开发，创新适应农村需要的保险产 

品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基础。协调各级政府、财政部 

门， 不断扩大现有政策性险种的覆盖面， 提高奶牛、 

能繁母猪、玉米、棉花、小麦等已有险种的覆盖率； 

在地方财政有实力，有条件的地区适当增加财政补 

贴险种。河北省地理环境优越，适合种植多种农作 

物及经济作物，形成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 

品。针对特色经济农作物加大险种开发力度，比如 

辣椒种植、塑料大棚蔬菜保险等，带动商业性农业 

保险发展 [5] 。同时，探索开展销售渠道创新，加强 

与农经站， 防疫站等农村基层组织及合作社的联系， 

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使农民真正了解产品，提 

高农业保险有效需求。 
3.2.2  提高风险保障范围，探索巨灾风险管理技术 

从近几年河北省受灾情况来看，旱灾是其最为 

主要的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忽视。扩大 

保险保障范围，必须探寻有效的风险转移途径。通 

常可以通过再保险和保险风险证券化转移承保的 

巨灾风险。通过发行收益与指定的巨灾损失相连接 

的债券，将保险公司部分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 

者。自  1996 年第一份巨灾债券发行以来，截止到 
2011 年巨灾债券的累积发行量已超出 376 亿美元。 

从巨灾债券覆盖的风险来看，美国以飓风为主导， 

其次为地震、欧洲主要为风灾 [5] 。相比我国，一方 

面由于没有充分详尽的历年灾害数据，巨灾再保险 

产品匮乏，农业保险承保人分保难、成本高；另一 

方面，我国尚未正式启动保险风险证券化，将巨灾 

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途径有限。借鉴国外经验， 

逐步开发适应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巨灾债券产品， 

利用再保险向国际保险市场转移和分散巨灾风险 

势在必行 [6] 。 
3.2.3  提高理赔效率，加强保险理赔技术创新 河 

北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地区有所欠缺，农民整体素 

质较低，对保险的理解和信任程度有限，因此发展 

农业保险首先要建立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将保险服 

务关口前移到涉农一线，尤其重视理赔工作。与农 

村基层组织合作，聘请有经验的农业工作人员担任 

查勘定损工作，深入灾情现场，保证定损准确性， 

提高农民对理赔结果的信服度。其次，引进先进的 

保险理赔技术，降低理赔成本，控制道德风险。近 

年来一些国家推出的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合同就是一 

个理赔技术的创新。农作物产量通常与天气情况有 

较强的关联性，比如降雨量多或少都会导致农作物 

产量变化。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就是针对天气变量导 

致产量下降的情况予以赔付。 以小麦干旱指数为例， 

用降雨量评估干旱程度 [6] 。假定保险责任是在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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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内，降雨量不足 80 mm且在 40~80 mm时，每 

个保险单位赔付 30 元/mm；降雨量小于 40 mm时， 

保险金额为  3  000 元。假定保险期限内降雨量为 
70 mm时，每个保险单位赔付额为（80－70）×30， 

即  300 元；当保险期限内降雨量为 30  mm 时，则 

为 3  000元。由于补偿并不取决于实际损失，道德 

风险和逆选择易于控制。在承保、理赔环节所需信 

息简单且易于获得，降低了经营成本。此外，指数 

保险合同具有标准化和透明性的特征，很容易在二 

级市场流通 [6] 。 
3.3  开展业务创新，加快发展步伐 
3.3.1  价格及收入保险创新 农产品价格波动增加 

了农户收益的不确定性和生产决策的难度，缺少价 

格风险管理成为一些农户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也 

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 。传统上农产品价格 

被认为是不可保风险，这是由于价格波动无法通过 

统计进行科学测算，难以对风险进行合理定价。美 

国于  1996 年推出了有政府补贴支持的联邦农作物 

保险产品。即参保农户在种植前选择一个收入保险 

项目和赔付率，如果收获后的实际收入小于预期收 

入和赔付率的乘积， 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差额部分。 

在美国， 2006 年收入保险所覆盖的农作物面积占全 

部政府支持保险项目所覆盖农作物面积的比例从 
10 年前的 7%上升到 57%。 法国安盟保险 2010 年结 

合资本市场工具开发出同时支持自然灾害风险和价 

格波动风险的市场化收入保险产品 [1] 。根据各地区 

的历史产量、期货市场价格与历史价格确定农作物 

保险价格，结合承保的土地面积，承担保险责任。 

无论是因自然灾害或是价格波动导致农作物收入减 

少，均可获得保险补偿。 
3.3.2  订单农业保险创新 订单农业是农产品加工 

企业与农户在产前签署定单合约，农民按照合同要 

求组织生产，把产品销售在产前完成，引导农民按 

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可以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和稳定 

农民收入。但在实践中，当遇到自然灾害、市场价 

格波动、农业企业融资困难等因素影响，导致目前 

我国订单农业履约率偏低。若在这一过程中引入保 

险机制，利用保险公司在承保农作物保险和农产品 

加工企业财产保险的优势， 可为双方履约提供保障。 
2012 年 3 月 8日，国家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大力发 

展基于订单农业的信贷、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鼓 

励龙头企业资助订单农户参加农业保险；鼓励利用 

出口信用保险为农产品出口提供风险保障 [6] 。 

4  总 结 

河北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在推行政策性农 

业保险的同时，制定激励机制引导相关机构积极参 

与，引进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针对河北省自 

然环境、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创新，着重开发适应 

河北省需要的农业保险险种，以保障河北农业经济 

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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