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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助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6月29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

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

围的通知》，明确扩大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险保

障水平，稳定种粮农民收益。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试点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多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农业保险营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2020年，我国农业保险实现原保费收入815

亿元，同比增长21.3%，已经成为全球农业保险规模最大的

国家。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农村新产业、新业

态不断涌现，为农业保险创造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农业保

险也能够助力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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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助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2021年6月29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通知》，明确扩大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稳定种粮农民收益。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多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为农业保险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2020年，我国农业保险实现原保费收入815亿元，同比增长21.3%，

已经成为全球农业保险规模最大的国家。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农业保险创造更大发展

空间的同时，农业保险也能够助力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 

一、我国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然灾害较多，灾害的发生影响范围广，损失大，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能够充分发挥保险的补偿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我

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开启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

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工具，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业保险也被赋予

了更重要使命。 

农业保险，是指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

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

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推动农业保险在试点探索中稳步发展。我国农业保险起步晚、起点低，在2004年首次提出因

地制宜实施保费补贴政策。2007年开始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

实施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这一时期的试点品种仅仅限于种植业的小麦、水稻、玉米、棉花、

大豆5种农作物。2011年补贴品种扩大到天然橡胶、能繁母猪、公益林等，种、养、林三大类14个

大宗农产品，补贴区域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区域。自2016年起，水稻、小麦、玉米的制种保险被纳入

补贴范围，补贴品种扩大到了种植业、养殖业、林业三大类16个大宗农产品。2017年在13个粮食主

产省份200个产粮大县开展了三大粮食作物的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并于2019年扩大到500个产粮大

县。2018年开始试点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2019年在10个省（区）实施了地方优势特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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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险奖补试点政策，并于2020年扩大到20个省（区）。2021年明确扩大稻谷、小麦、玉米三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出台多项政策，为农业保险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优化

农业保险的经营基础，农业保险已经成为“三农”领域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和农业支持政策的重要

支柱之一。2012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农业保险条例》，农业保险经营活动有了根本遵循。2013

年4月，原保监会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业保险业务经营资格管理的通知》，规定了经营农险业务的

资格条件。2016年2月，国务院对《农业保险条例》进行修订，从政策层面降低了保险经办机构的

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活力。2019年9月，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2020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

步明确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条件的通知》，建立了农业保险业务经营退出机制。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自2007年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深化农业保

险“扩面、提标、增品”改革，优化农业保险市场服务体系，成为全球农业保险规模最大的国家。

农业保险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政策工具。 

保费收入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从原保费收入来看，农业保险原保费收入保持较高增速且

快于产险业整体增速，2020年实现原保费收入815亿元，同比增长21.3%，领先行业18.9个百分点。

但从农险占产险整体业务比例来看，近五年虽然保持小幅增长，所占比例依然不高。2016年至2020

年，农业保险原保费收入占产险原保费收入分别为4.8%、4.9%、5.3%、5.8%、6.8%。随着农业保险

业务的快速增长，2021年保费收入及规模有望实现新突破。 

图表 1：近五年农险原保费收入及增速 

 

来源：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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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农险保险金额是投保农户可能获得的最大保险赔付金额，近年来，我国

农业保险金额保持稳定增长，从2007年的1720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13万亿元。此前，我国农业保

险保障水平的原则是“广覆盖、低保障”，确定保障水平的基本依据是农作物的直接物化成本。但

随着农资物料等成本的不断上升，保障水平明显低于直接物化成本。2021年6月29日，财政部、农

业农村部、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通

知》，扩大新农险实施范围至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产粮大县。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金额覆盖直接物化成

本、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等农业生产总成本；种植收入保险的保险金额体现农产品价格和产量，覆

盖农业种植收入。上述两个险种的保障水平最高可以达到相应品种种植收入的80%，大大超过了传

统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最高40%的保障水平。 

图表 2：近五年农险保险金额及增速 

 

来源：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保险产品及模式不断创新。农业生产主要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在传统分散的农业生

产模式下，农业保险主要以成本保险为主，主要保障农产品的物化成本。随着家庭农场、合作社等

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完全成本保险、收入保险、指数保险等陆续试点推出。除了产品创新，还有模

式及服务的创新，“农业保险+”成为我国农业保险新的重要发展方向。例如，2007年以后开展的

“保险+信贷”模式，缓解农户融资难的问题；2016年开始试点的“保险+期货”模式，通过期货市

场分散市场风险；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应用，推出的“保险+服务”等创新模式。 

三、助力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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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6月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推进乡村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农业保险创造更大发展空间的同

时，农业保险也能够助力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 

弥补农户受灾损失，减少因灾致贫返贫。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例如，应急管理部

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显示，上半年农作物受灾面积2921.7千公顷，其中绝收237.7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08.6亿元。而通过投保农业保险，则能够发挥保险的补偿功能，降低农民

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灾后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减少因灾致贫、返贫的发生。银保

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业保险支付赔款616.6亿元，同比增长10.1%。 

保护农业产业稳健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农业保险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一方面

能够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化、市场化，转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劳动的预期收益

有了保障，能够激励农民增加对农业产业的投资及劳动供给，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服务设施，促进农

业高质量发展。 

缓解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现代农业资金需求大、投资周期长，收益的不确定性及风险较高。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与农村信贷形成互补，发挥增信功能，提高农户信用

等级，也能够分散信贷机构的涉农贷款风险，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领域，从而缓解农村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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