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农业作为脆弱产业 ，不仅长期承受着自然灾害等风险 ，

至今未能走出靠天吃饭的局限 ；而且随着农业市场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 ，也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 ；与此同时 ，我国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农业更加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

争 ，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风险转移机制和安全保障管理 。农

业生产保险作为一种现代金融理念 ，对农民而言还是个新生

事物 ，不少农民防范风险意识淡薄 ，认为天灾是客观存在

的 ，赶上天灾算是倒霉 ，老辈子就这样过来的 ，而对于难以

驾驭的市场风险 ，也采取这种束手就擒的态度 。殊不知 ，现

代市场经济 ，有很多先进的风险防范手段 ，其中农业保险就

是帮助农民分散风险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 ，一些地区的农民

已经逐渐意识到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同时也尝到了农业保险

的甜头 。

２００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改革和创新农村金

融体制 ，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选择部分农产品和

部分地区率先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

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农业保险作为创新财政支农方式的

一个重要形式 ，随着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 ，在不断加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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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同时 ，不断调整和创新财政资金的投

入结构 、投入方式 ，农业政策性保险有了初步探索 。

本册书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保险案例 ，主要选编了若

干地区实施农业保险中农户通过保险成功防范风险的例子 ，

以及由于没有投保相关农业保险而遭受巨大损失的例子 ，通

过对比 ，表明了农业保险对现代农业的积极作用 ；二是保险

基本常识 ，由于农业保险属于保险的专业领域 ，对一些专业

术语及保险常识都缺乏必要的了解 ，因此 ，本册书增加了关

于保险的一些常识和常见问题的讲解 ，并附录了部分保险险

种和保险单据的样单 ，希望能够为广大农户的投保提供一些

帮助 。总之 ，积极参加农业保险 ，将为农民增收加上一道

“保险杠” 。

编 　 　者

２００８年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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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故 事

种 　 植 　业

秦长财的忧与喜

秦长财是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东贯市村的农民 ，承包了

村里 ３００亩土地 ， ２００６ 年经历的两件事 ，使他彻底改变了

对参加种植业风险互助的看法 。

话还得从头说起 。秦长财是村里的种田大户 ，少不了北

京谷物协会技术人员的帮助和指导 ，一来二去 ，成了协会会

员 。 ２００５年上半年 ，技术人员向他介绍了协会正在开展的

种植业风险互助 ，建议他参加小麦风险互助 ，缴纳少量的资

金 ，一旦遭受天灾 ，可以获得政府和协会其他会员的支持与

帮助 。由于对种植业风险互助还有怀疑和顾虑 ，秦长财就没

有参加小麦风险互助 。

事情就这么巧 ！ ２００６ 年 ，他种的 ３００ 亩小麦长势非常

喜人 ，让谁看亩产也得在 ７００ 斤以上 。没想到 ， ４ 月 ２６ 日

这天 ，秦长财和往常一样来到地里时 ，发现不大对劲 ：麦苗

叶片发黄 ！第二天一看面积更大了 。 秦长财赶紧和协会联

系 ，经过技术人员现场查看 ，确定是蓟马危害 。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 ，秦长财马上进行了防治 。虽然虫害得到了控制 ，

但受害的地方亩产不足 ２００斤 。此时 ，秦长财才后悔当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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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协会技术人员的建议 ，参加风险互助 。 ６月底玉米出苗

后 ，秦长财把自己种植的 ３００亩青贮玉米参加了种植业风险

互助 。正当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 ，丰收在望之即 ，天有不测

风云 ，９月 ７日天气突变 ，一场大风造成 ３００亩玉米全部倒

折 ，眼看着就要绝收了 。怀着一丝试试看的心情 ，秦长财拨

通了昌平区农技推广站的电话 ，推广站站长王崇旺接到电

话 ，立刻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勘察 ，并将勘察情况上报北京谷

物协会 。几天后 ，协会专家进行了第二次现场勘察核实 ，并

进行了及时定损 ，秦长财很快拿到了 ６万元的受灾补贴 。

作为北京市政府农业保险试点 ，北京谷物协会于 ２００５

年开办了北京市种植业风险互助试点 ，其初衷就是为了减轻

协会中的农民会员因灾遭受的损失 ，保障会员的再生产能

力 ，使之不因灾致贫 。协会规定 ，凡是愿意参加风险互助的

农户可以先参加协会 ，成为正式会员后再参加协会开办的风

险互助 。种植业风险互助的运行机制为民办公助 、 互助合

作 。协会主办 ，会员自愿参加 ，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 ，风险

共担 ，利益共享 。 互助金的使用实行 “有灾补助 、 节余滚

存 、壮大基金 ，防巨灾之用” 。

根据北京地区的种植经验和气候特点 ，２００５ 年协会最

先开办了玉米和小麦两大作物的风险互助 。协会将风灾 、雹

灾 、不可预见的病虫害和穗发芽作为小麦必保险种 ，将风

灾 、雹灾 、涝害 、 高温作为玉米必保险种 ，农户每亩缴纳

３ ～ １２元 ，受灾后可获得 １００ ～ ４００元的受灾补助 。

２００６年 ，应广大农户的要求 ，北京市谷物协会试点规

模进一步扩大 ，并增加了互助作物和保险产品 。风险互助试

点扩大到 ９ 个区县 ，涉及 ５１ 个乡镇 、 ２１７ 个自然村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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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的农户 、农场和种田大户有 ７９６６户 （个） ，总面积也增

加到了 ５畅７４万亩 ，互助作物又增加了西瓜和大白菜两大经

济作物 。 ２００６ 年 ，有 ８ 个试点区 （县） 发生灾害 ，受灾面

积达 ８５８６畅１亩 ，协会向农户足额发放受灾补贴 ５７畅７８万元 ，

超出农户缴纳的互助金部分 ，由市财政给予了补贴 。

２００７年 ，北京市谷物协会在总结前两年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 ，对实施办法和条款进行了进一步改进 。针对不同作物

受灾情况的差异性调整了费率和保障水平 ，部分作物延长了

保险期限 。截止到 ８月份 ，全市种植业风险互助试点面积已

达到 １４畅３万亩 ，比去年增加了 １畅５ 倍 ，而且根据农户的要

求 ，协会又增加了西瓜 、大白菜等新的互助作物和互助灾种 。

（选自三农在线 ２００７年 ８月 １６日）

点评 ：风险互助是农业保险的一种模式 ，通过这种自愿

参加 、自负盈亏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方式 ，可以使种植

风险最小化 ，也是可以借鉴的模式 。

这种互助模式一方面分散了农业风险 ，解除了农户后顾

之忧 。风险互助试点工作的开展使政府的临时救灾行为变成

了保险补偿的经济契约行为 ，扭转了种植户长期养成的受灾

后等政府补贴 、救济的观念 ，增强了农户在市场经济中自我

防范和分散风险的意识 。

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 、规模种植和产业化经

营 。风险互助制度的建立 ，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农民惧怕自

然风险的后顾之忧 ，使他们可以大胆地扩大种植规模 ，增加

农业机械 、基础设施的投入 。

秦长财通过没有加入风险互助的损失和加入风险互助后

的收益 ，感受到了风险互组的作用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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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元钱保 ２０００元

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１６日 ，沂源县张家坡镇北店子村果农高玉

明 ，拿到了自家三亩果树的保险单 。这次高玉明参加的是当

地政府组织试点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镇上按照农民自愿参

保 ，政府政策性补贴推动 ，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相结合的办

法 ，在市 、县 、镇财政补贴保险费的基础上 ，组织果农为果

树入保险 。高玉明这回参保每亩地只花了 ３０块钱 ，就为每

亩果树上了 ２０００元的保险 。在保险期内 ，保险合同条款约

定的大风 、洪水 、冰雹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每亩果树可

以获得最高 ２０００元的赔偿 。

高玉明说 ，２００３ 年他们这里就遭受过风灾的袭击 ，那

年苹果成熟在即 ，他们也得到了风灾袭来的预报 ，但是家里

采收苹果的人手不够 ，自己一半的苹果被风吹落 ，损失了

４０００多块钱 。高玉明说 ： “当时政府有救济 ，也就合着一袋

子半袋子面粉 。这回可好了 ，光政府补贴的保险费就不止一

袋子面粉钱 。万一有了灾害 ，赔偿的钱也能补偿损失 。”

撑子峪村果农赵兴良说 ： “俺种果园已有 １０个年头了 ，

俺这里是十年怎么也得摊上三两回受灾 。 ２００２ 年的一场冰

雹 ，把俺的苹果砸了个净光 ，损失很大 。” 果农抗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较弱 ，一场灾害带来的损失对一家农户可能就是灭

顶之灾 。 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１１日中午 ，一场雹灾袭击了沂源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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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门 、悦庄等 ５个乡镇 ，就造成了上千万元损失 。

这次张加坡农民参加的保险 ，保险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或

２０００元 ，市县财政补贴保费 ５０％ ，镇上补贴 １０％ ，有的村

里还有 １０％ ～ ２０％ 的补贴 ，果农只要出三四十块钱就能获

得保障 。全镇共有 ７２１６ 户果农加入了保险 ，镇上为他们补

贴保费款达 ８万多元 。

（选自 枟农村大众枠 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２４日）

点评 ：农业保险是发展质量农业和效益农业的需要 。农

业市场化 、产业化的不断加快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

整 ，质量农业 、效益农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

农业生产除了要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外 ，还要面临市场风

险 、技术风险等 。因此 ，质量农业 、效益农业在取得高投

入 、高回报的同时 ，往往面临着高风险 。而发展农业保险可

以使这些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 ，有利于推

动农业产业升级 ，提高农业生产竞争力 。

对果农通过政策性保险的方式 ，一方面减少了种植风

险 ，另一方面也是农业补贴的一种方式 。采取补贴的方式进

行保险 ，可以提高农户的投保积极性 ，培养其对农业种植保

险的风险意识 。

２０元钱保费获得 １６００元的赔偿款

“十年致富奔小康 ，一场灾难全泡汤” ，这是过去农民从

事农业生产遭受突发性灾害后的真实写照 。如今 ，北京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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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农业保险的出现 ，解决了农民在遭受灾害后只能靠政府

临时救济的困境 。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１８日 ，大城子镇柏崖村 ２８６

户遭受风灾的果农 ，从中国人保财险公司密云支公司拿到了

３５畅７万元的赔付款 ，大大降低了果农因灾害造成的损失 ，

使果农在灾后能够迅速地恢复生产和正常生活 。

大城子镇柏崖村村民曹庆余深有体会地说 ： “我入了 ４

亩地的保险 ，今天赔给我 １６００块钱 ，我交的是 ２０块钱的保

费 ，这 １６００块钱呢 ，就解决了我 ２００８年生产上农药和化肥

的钱 ，在这方面 ，各级政府和保险公司做得相当好 。”

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中国人保财险公司在北京市推

出的一项险种 ，采取政府推动 、财政补贴 、商业运作 、农民

自愿的运作模式 。保费金额由市政府补贴 ５０％ ，区 、县政

府补贴 ３０％ ，果农只需拿出 ２０％ 的保费 。针对密云县林果

业发展规模较大的特点 ，中国人保财险公司 ２００７ 年在密云

县部分乡镇推出了果树保险 。

２００７年 ９月底 ，密云县部分山区突遇几场大风 ，致使

大城子镇大面积果树受灾 ，人保财险公司以最快速度对受灾

果农进行了赔付 。

中国人保财险公司密云支公司总经理张艳秋说 ： “９ 月

２６日 ，我们接到了柏崖村遭受风灾的报案后及时赶到现场 ，

我们的员工用了一个月时间对整个情况进行了核实 ，我们今

天将损失的 ３５畅７万元赔付款送到了农民手中 。”

（选自北京城乡经济信息网）

点评 ：作为中国人保财险公司在北京推出的险种 ，果树

保险为农民迅速致富奔小康提供了保障 ，通过财政补贴 、农

民自愿的方式 ，提高了农户抗击风险的能力 。 而且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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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的补贴保费 ，也减轻了农户的支付压力 。

投保不怕冰雹砸

２００７年入夏以来 ，冰雹 、大风 、暴雨等极端天气袭击

大兴区庞各庄 、礼贤等 ８ 个镇 、 ６０ 个村 ，２４００ 余个农户受

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１畅１万余亩 ，仅今夏两场冰雹就带来

直接经济损失 ３６００余万元 。

尽管已经过去了近 ３个月 ，但东高各庄村瓜农张庆义仍

对 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２４日的那场雹灾记忆犹新 。

“大概下午 ４ 点多 ，我正在地里摘 ２００７ 年的第一批西

瓜 ，雹子就砸了下来 。” 顾不上抢救西瓜 ，张庆义一家赶忙

躲进了瓜棚 。此时 ，他家的西瓜只摘了 １００多个 ，而他是东

高各庄村第一个开始摘瓜的瓜农 ，为让西瓜卖出更高的价

钱 ，瓜农们本打算推迟采摘期 ，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一场冰

雹 。全村 ８５０多亩西瓜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冰雹蹂躏 。

樱桃般大小的冰雹持续了 １０分钟左右 。 “也许伤害并不

重 。” 瓜农们对这还不算大的冰雹心存侥幸 。没想到 ，仅仅

５分钟之后 ，第二批冰雹席卷而来 ，最大的冰雹有乒乓球大

小 ，将瓜农们的最后一线希望砸破 。满地的西瓜几乎找不到

一个完整的 ，西瓜裂开大口 ，鲜红的瓜瓤触目惊心 。

万幸的是 ，２００７ 年 ，东高各庄村有 ８２％ 的瓜田上了农

业保险 ，距离保险的最后期限还有一段时间 ，可以得到保险

公司的赔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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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保公司大兴分公司的西瓜保险主要应对的自然灾

害就是冰雹 ，保险期从 ６月 １日西瓜坐果开始 ，直到采摘基

本完成的 ７ 月 １０ 日 。每亩保费 ５０ 元 （区财政补贴 ３０ 元 ，

农民只需交 ２０元） ，最高赔付额是 ８００元 。根据保险员的现

场勘查定损 ，东高各庄村的瓜田受损程度最高达 ９５％ ，赔

偿金额达 ５０余万元 。

到 ９月 ２６日为止 ，大兴区 ２００７年遭受了两场雹灾 ，人

保大兴分公司共计赔付保险金 ３１６万元 。

农业保险的定损是根据瓜农们的成本投入来赔付 ，虽然

每亩 ８００元相对于瓜农们预期的收入还有很大距离 ，但有

了保险公司的赔付 ，上了保险的瓜农基本可以拿回成本 。

张庆义的 １０亩瓜田得到赔付近 ７６００ 元 ，有了这些钱 ，他

马上开始采办胡萝卜 、 菜花等蔬菜种子 ，准备开始下茬作

物的种植 。

张庆义说 ，今后不用动员 ，村里的瓜农们肯定都会上保

险了 。至于自己 ，只要种瓜 ，保险肯定会上 。 “２００７ 年一年

赔给我的钱 ，折合成保险费够交 ３８ 年的 ，就算从此以后再

不下雹子 ，这保险费交得也不亏 。”

农业生产 ，面临着自然和市场两大风险 。每遇天灾 ，农

业保险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４ 日和 ６ 月 ２７

日的冰雹灾害发生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大兴分公司对

１畅１万余亩受灾西瓜 、果树等农作物赔付了 ３１６万元 ，减少

了受灾农民的损失 。

（选自北京城乡经济信息网 ２００７年 ９月 ２６日）

点评 ：农业是看天吃饭的产业 ，时刻面临自然风险的威

胁 ，由于农业基础比较脆弱 ，农民是无法承受及独立面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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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风险的 。政府按照 “政府推动 、农户自愿 、规范运作” 的

原则开展农业保险工作 ，为农民建立起一道 “防火墙” ，防

止因灾致贫 ，促进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 。

在瓜果的种植中 ，瓜农所面临的自然灾害主要是冰雹等

恶劣天气 ，通过投保可以基本上收回成本 ，有利于恢复生产

和种植 。

水果收获保险

从观望到将信将疑 ，从一知半解到熟门熟路 ，甚至铁了

心年年投保 ，越来越多的郊区农民开始 “亲近” 农业保险 。

仓桥水晶梨合作社的社员 ，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他们已连

续四年投保 “水果收获保险” 。

他们的社员 ，是在损失惨重的教训中一步步走向保险

的 。合作社带头人钱培华说 ， ２００４ 年他们第一年投保 ，大

家积极性都不高 。 ２００５ 年遭遇 “麦莎” 台风 ，损失惨重 ，

保险公司给予参保户每亩补偿费 １０００多元 ，但是 ，当时只有

不到 ５０％ 的社员投了保 。经过合作社的宣传 ，去年社员们

１００％ 投了保 。虽不算是农业大灾年 ，但他们去年得到了每亩

１７７畅８８元的保险赔偿 ，而年初他们只交了每亩 ８０元的保费 。

看到好处 ，果农对保险不再有怀疑心态 。 ２００７ 年 ，合

作社新增了好几家社员 ，但投保率仍是 １００％ 。 不仅投保多

了 ，农民的理赔意识也增强了 。不少果农都已计算过 ，２００７

年 ，到目前为止 ，梨树受到了两次大风的影响 。盐仓村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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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小良说 ，８月 １９日 ， “圣帕” 台风给上海带来短时间的大

到暴雨 ，自家的梨果落了不少 ，于是他立刻将情况反映到相

关部门 ，还自己拿了相机拍照 ，把落果进行称重 ，为申请理

赔做好了各种必要准备 。在当地 ，像娄小良这样保险意识

强 、主动维护权益的农民 ，近年逐渐多了起来 。

安信农保公司有关人员透露 ，郊区梨果每年的赔付率都

在 １５０％ 左右 ，农民因此越来越相信保险 。此外 ，蔬菜的赔

付率也很高 ，每年都维持在 １２０％ ，２００５年 “麦莎” 台风的

时候甚至达到 ３４０％ ～ ３５０％ 。 南汇六灶村菜农马志忠说 ，

自己曾主动找到村里和镇上 ，咨询蔬菜保险的事 ，得知最好

２０亩以上投保时 ，他就自发组织了几户菜农联合投保 。 “蔬

菜娇贵 ，高温高湿都会造成灾害 ，光靠天收成不稳啊 ！” 他

说 ，“投了保 ，心里就有了点底 。”

就拿仓桥水晶梨来说 ，今年赔付额度上限提高了 ，每亩

最高赔偿从 ２０００元涨到了 ３０００元 ，但相应的保费也从 ２００

元涨到 ３００ 元 。为此 ，市里补贴 ９０ 元 ，区里补贴 １２０ 元 ，

这样农民自己只要承担 ９０元 ，比去年只增加了 １０元钱 。虽

然多花了点钱 ，但是保险更实惠了 ，合作社社员无一例外积

极投保 。

（选自 “中国上海” 政府门户网 ２００７年 ８月 ２６日）

点评 ：对于瓜果蔬菜的经济作物 ，由于经济价值相对较

高 ，风险也会较大 ，通过投保的方式 ，降低了经营风险 。

果农投保意识的增强是建立在切身体验的基础之上的 ，

从不投保的损失到投保后获得的收益 ，在这个过程中 ，果农

不仅投保意识提高而且也增强了理赔的意识 。

农户联合投保的方式是农户为满足投保条件作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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