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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陕西省农业保险的研究
度国柱 焦玉杰 孙胜元

西北农业大学农经系 ) ( 陕西省保险研究所 )

摘 奥 从陕西省的省情出发
,

探讨了陕西省发展农业保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并结 合

全国 和该省的实际
,

分析论证了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目标模式和过渡模式
。

在此基础 上
,

就

加快发展陕西省农业保险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 见
。

关. 词 农业保险
,

经济补偿制度
,

发展模式

陕西省试办农业保险已有八年
,

进展较慢
。

先后试办的农业保 险险种不少
,

但覆盖

面很小
。

除个别险种 (如小麦收获期 火灾保险
、

烤烟保险) 外
,

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农作物 (如小麦
、

玉米
、

水稻
、

棉花
、

油菜等) 和主要饲 养 动 物

(如生猪
、

奶牛
、

鸡
、

耕畜等 ) 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风险
,

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提供保险

保障
。

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原 因
。

木研究试图寻求这些原 因
,

并借鉴 国内外发展

农业保险的经验教训
,

探讨发展陕西省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以及在现 实 条 件

下
,

采取什么模式和途径推进农业保险
,

以建立符合省情的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制度
。

1 陕西省情特点和发展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1
。

】 发展农业保险是陕西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配套政策

陕西省农业经济比较落后
。

除关中平原和陕南低 山平坝区的农业较发达
,

农业劳动

生产率
、

耕地生产率
、

以及某些农畜产品的商品率接近我国中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外
,

其

它地区的农业基本上仍处于传统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起步阶段
,

农业生

产水平很低
。

陕北
、

陕南还有几十个县粮食尚且不能 自给
,

约有 30 0 多万农村居民的温

饱问题没有解决
。

有 34 个县属国家扶持的重点贫困县
,

约占全省总县数的1 / 3
。

1 9 8 8年

末
,

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 4例 元
,

仅为全国平均数的74 %
,

为东部地区平均数的59 %
。

近几年来
,

虽然全省粮食基本自给
,

但棉
、

油
、

木材等仍依靠调入
。

全省农业商品率不

过4 3 %
。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

陕西农业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

号称陕

西粮仓的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
,

其种植业
,

特另!l是粮食生产水平已不算低
,

土地报酬递

减的现象已非自今日开始
,

耕地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明显减慢
,

农业生产 的物质技术装备

也难 以得到较大改善
,

农业 商品生产 的发展受到限制
,

特别是在粮食生产上
,

从 19 8 4年

以来全省粮食连续四年徘徊
, 1 9 8 8年总产仍低于 1 9 8 7年

,

人均仅 3 1 3
.

7 k g
。

因此
,

立足

于陕西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

除了制定正确政策
,

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农业建设外
,

别无

文稿收到 日期 . 1 9 8 9 一 10 一 0 6

.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还有高文平
、

齐霞
、

王金祥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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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选择
。

农业保险是组织具有相同农业风险的多数单位或个人
,

按照一定原理和原则

共同筹集资金
,

建立集中的不同于财政后备基金的补偿基金

—
保险基金

,

对其中遭受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损失者进行经济补偿
。

毫无疑问
,

发展农业保 险
,

建立起农业保

险经济补偿制度
,

使受灾农户的经济损失得到可靠的补偿
,

以保证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

行 ; 借助于农业保险
,

鼓励农民增加关乎国计民生的农畜产品的生产
,

应该是陕西农业

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配套政策
。

,
。

2 发展农业保脸是分傲农业生产风险
,

雄定农业生产的盆要手段

陕西省农业形势严峻
,

就其客观因素来讲
,

主要是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

太差
。

陕南秦巴山区气候虽好
,

但缺土且洪涝灾害较多
,

陕北黄土高原霜期较长且干旱

少雨
,

关中平原的旱灾
、

雹灾和秋涝灾害也比较频繁
。

据统计
,

在 1 9 5 2 ~ 1 9 8 6年的35 年

里
,

全省干旱
、

雨涝
、

冰雹
、

病虫等农业灾害平均每年成灾 面 积 占 总 耕 地 面 积 的

1 9
.

8%
,

比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高出58 %
,

这使得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棉花
、

玉米
、

油菜等作物的产量年际之间差异很大
,

稳定性极差
。

根据我们收集的 19 7 7 ~ 1 9 8 6年10 年

的资料计算
,

棉花产量的离散系数一般在 29 % 一56 %之间
,

玉米产 量 在 13 % ~ 40 %之

间
,

油菜在15 % ~ 31 %之间
。

玉米全产的高风险 (主要是干旱的威胁) 导致雨养农业地

区 (例如渭北早原 ) 减少了回茬玉米的播种面积
,

棉花生产的高风险 (主要是春季低温

干旱
、

秋涝和病 虫害的威胁 )
,

加上棉花生产比较利益的下降
,

使全省棉花播种面积 由

7 。年代末的 4 10 多万亩锐减到1 9 8 7年的88 万多亩
,

致使发展迅速
、

成为陕西重要财源和

经济支柱的陕西棉纺业
“无米下锅

” 。

这不仅使农民因此减少数亿元的收入
,

也使省地

县财政蒙受数亿元的损失
。

家畜家禽在饲养过程中也是一样
,

由于疫病和其它意外窜故

使畜收业生产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

特别是目
’

前畜牧业商品生产刚刚起步
,

生产企业或专

业户资金尚不雄厚
,

经营规模还较小
,

畜禽疫病或意外事故给不少企业和专业户造成重

大损失
,

甚至使其负债和破产
。

固然
,

对付农业自然灾害首先要依靠农田水利建设
、

种

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等措施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

依靠抗逆性强的作物和畜禽新品

种的培育
,

以及各种农作如饲养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从而使农业自身增强抗灾能力
。

但

是
,

农业抗灾能力的增强有一个过程
,

而且总是相对的
,

无论在这方面做出多 大 的 努

力
,

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
,

农业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总是难免的
。

因此
,

对农

业实行风险管理无疑是必要的
。

实践证明
,

农业保险的防险防损是农业企业进行风险管

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

发展农业保险
,

建立起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制度
,

积聚保险基金
,

可

以使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给局部地区或少数生产单位造成的损失
,

在较大范围内得到分

摊
,

从而使受损企业和个人 的经济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
,

保证 了受灾地区和单位的农业

再生产不致因灾害事故而缩小生产规模和降低发展速度
。

1
.

3 发展农业保除是农业投资和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应用的安全保障

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生产是陕西省的既定政策
,

省政府已决定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

加

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

农民对这些政策措施必将作出积极的反应
,

增加对农业生产的物资投入
,

有可能较多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对农业自然资

源进行立体开发
,

加强农业基本建设
,

实行农业集约经营
,

使计划中的农
、

林
、

牧
、

渔

业商品基地的建设加快
。

加上其它措施
,

农
、

林
、

牧
、

渔业生产经营规模在未来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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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必将逐步扩大
。

伴随着不断增加的农业资金
、

物质的投入和新科学技术的应用而来

的日趋增加的经济风险
,

已经和将进一步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

近几年广泛应用

的地膜覆盖技术就是一例
。

地膜覆盖棉花
、

地膜覆盖玉米
、

地膜覆盖蔬菜等是大幅度提

高这些农作物产量的实用新技术
。

但应用这项技术要增加不 少投资
,

仅地膜一项每亩需

要 20 一 30 元
。

而突如其来的灾害不止一次使这些投资付 之东流
。

这是地膜覆盖技术在不

少地方推广受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因为农业投资的安全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

也

关系到信贷部门
、

有关物资部门和政府的利益
。

从根本上说
,

它关系到农业投资的最终

效果
。

农业保险的发展
,

有效地保障了 农业投资的安全
,

从而解除了广泛推广应用农业

实用新技术和增加物质投入的后顾之优
,

这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陕西农业商品经济的发

展速度和规模
。

2 陕西省发展农业保险的可行性

建立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制度
,

发展农业保险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对农业保险的现实有

效需求和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的充分的供给
。

保险产生的前提是剩余产品的出现
,

而真正的专业性保险则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

有

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
,

有较发达的社会分工
,

保险才可能从生产企业中分离出来变

成独立的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
。

农业保险也不例外
,

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一定阶段农业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

农业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
,

才会产生对农业保险的现实有

效需求
,

而农业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一定发展水平
,

才能有农业保险的充分的供给
。

这

一点已为许多国家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以及我国试办农业保险的经验所证明
。

2
.

1 陕西省部分地区具有对农业保险的现实有效摇求

陕西经济不发达
,

农业经济更落后
,

农业的商品化
、

社会化
、

现代化水平较低
。

迄

今为止除少数农作物 (如棉花
、

油菜
、

水果
、

蔬菜等) 和畜禽 (如奶 牛
、

生 猪 等 ) 以

外
,

基本上属于自给性生产
。

一般说来
,

这种经济背景和实力是发展农业保险这类特殊

保险的重大障碍
。

但在某些地区 (如关中地区和汉中地区 ) 却具备发展农业保 险 的 条

件
。

关中和汉中的农业经济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

这些地方土地面积只占

全省土地总面积的24 % 强
,

但其农业总产值却占全省农业总产值 的 73 % (1 9 8 7 年
,

下

同)
,

其农村经济收入占全省农村经济收入的93 %
,

粮食产量占全省的78 %
,

棉花产量

占全省的99 %
,

油菜产量占全省的89 %
,

肉类产量占全省的 63 %
,

奶 产 量 占 全 省 的

96 %
,

禽蛋产量占全省的80 %
。

这些地区的农业商品经济 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全

省已经和即将建立的粮
、

棉
、

瘦肉猪
、

肉牛
、

苹果等国家和省级项 目商品农产品基地有

97 %都在这里
。

随着商品农产品基地的建立和发展
,

这些地 区的农业区域化
、

专业化水

平有了较快的提高
。

不仅小麦
、

水稻
、

玉米
、

油菜
,

而且水果
、

蔬菜
、

鲜奶等生产都比

较集中
。

农业 (特别是养殖业 )生产经营规模也正在扩大
,

饲养十几头牛
,

几十只羊
、

几

百只鸡的专业户在这些地区屡见不鲜
,

农民收入提高较快
。

1 9 8 7年关中地区的农民人均

纯收入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近 20 %
,

约有25 %的县 (区 )人均收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关中

和汉中地区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局面
,

为在这些地区开展农业保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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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 明
,

在关中和汉中地 区
,

由于刚开始发展商品生产
,

大多数专业户或合作经

济组织
,

经营规模还不大
,

虽然经济收入普遍高于非专业化
、

商品化生产的农户
,

但 自

身的后备力量很有限
,

没有多大抵御灾害和事故的能力
。

因此
,

他们要求参加农业保险

的愿望最迫切
,

也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
,

这就形成了对农业保险的一定的现实有效需求
。

对农业保险的现实有效需求
,

还来自于各级政府
。

作为陕西省的农业发展目标
,

是

要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而迅速发展
,

为城市
、

工矿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农林

牧渔商品产品
,

最低目标是实现主要农产品
,

特别是粮食的自给
,

这是安定社会生活和

经济腾飞的基础
。

而关中
、

汉中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对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
,

省上有

必要也有可能拿出一定财力来支持首先在这些地区发展农业保险
。

就关中
、

汉中地区来

讲
,

特别是其中农业商品经济发达的县
、

区
,

其财政收入较多
,

一旦其决策人认识到农

业保险在本地农业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有可能筹集一定资金来支持农业保险

的发展
。

陕西省1 9 8 8
、

1 9 8 9年烤烟保险的成功
,

其原 因之一就是这些基地县的政府和有

关部门为了农民的利益
,

也为了自身的利益
,

积极宣传组织
,

并从财力
、

物力
、

人力等

方面参与和支持了烤烟保险
。

2
.

2 陕西农业保险供给的多元化苗头

农业保险的供给问题比起城市财产保险
、

人身保险等供给问题远为复杂
。

目前
,

陕

西省农业保险市场上同其它地方一样
,

也出现了多元化供给的苗头
。

其直接原因是农业

保险的有效需求尽管有限
,

但其供给仍显不足
。

供给不足主要是因为在保险市场上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缺乏

足够兴趣
,

这是其企业经营性质与农业保险的社会保障性质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
。

农业

保险的效益是外在的
,

其主要 受益者是农民和整个社会
,

从而与保险企业 的利益发生背

离
,

自然就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

于是保险公司只是在极少数领域提供低保障水平的农业

保险项 目
,

同时为发展农业保险
,

保险公司也积极探索与地方政 府或其它部门联合办农业

保险
,

以便共担风险
,

也便于利用行政力量尽可能扩大保险覆盖面
,

有效地分散风险
。

有的行政部门或事业部门试图结合业务利用某些事业费作为基金单独办农业保险
,

而在

那些得不到农业保险充分供给的地区
,

从事专业性商品生产的农民开始组织起地区性
、

专业性合作保险与相互保险
。

在当前经济改革和尚无保险立法的情况下
,

这种多元化供给

是不可避免的
。

尽管这种多元供给有不少弊病
,

并会在某些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

但它适应

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形势
,

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 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

3 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

陕西省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什么道路
,

选择什么模式呢 ? 我们认为
,

就发展模式而

论
,

有必要从全国农业保险的总体上加以探讨
。

3
。

1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目标摸式

3
.

1
.

1 我 国的农情

农业是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

对于经济不发达
、

农村居民占总人口 80 %
、

人

均耕地仅 1
.

33 亩的我国来说
,

在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必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

民经济的方针
,

这是毫无疑问的
。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不打算全面论述
,

但有几点仍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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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经济落后决定了我国对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 (特别是食物) 和轻工业原料
,

不可能指望大量进 口
,

而要立 足国内农业 的保障
; 第二

,

我国的农业商品化
、

社会化和

现代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
,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受到多种 因素的限制 , 第三
,

由

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

工农业产品的
“

剪刀差”
政策也难以在短时期 内取消

,

而农村工

业的发展又是困难重重
。

因此我们对农业收益的提高
、

农 民收入的增加 (特 别 是 中
、

西部) 的期望值不可 能估计太高
,

这使得发展农业保险既显得重要
,

又很少有可 能实行

商业化经营
。

3
.

1
.

2 农业保险的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许多不同于其它险别的显著特点
,

其中最主要 的是高风险和高费用
。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源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
。

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自然条件

(特别是地理和气候条件 )
,

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整个经济技术发展水平
。

即使象美

国
、

加拿大等自然条件较好
、

农业技术装备先进的国家
,

其农业生产
,

特别是农作物生

产也频繁地遭到自然灾害的巨大影响
。

因此
,

农作物损失率和畜禽死亡率都比较高
。

据

我们初步研究
,

陕西关中地区棉花的平均损失率约在 9 %一 18 %
,

粮食作物的平均损失

率约在 7 % ~ 13 %
。

占全省奶牛总数一半的西安地区
,

奶牛的死亡率也约在 2 % ~ 16 %
。

而企业财产
、

家庭财产的损失率只有 1输~ 2编
。

损失率
、

死亡率是制订保险费 率 的 基

础
,

损失率
、

死亡率高
,

净保费必然高
。

这种情况无论陕西还是其它省
、

区
,

无论中国

还是外国
,

概莫能外
。

农业生产的高风险
,

使得保险企业 的自身经济效益极差
。

我国目

前开办的种植业保险尽管生产领域的风 险很少承保
,

但其年平均赔付率仍为 1 04 %
,

全

国奶牛保险 6 年 (19 8 3 ~ 19 8 8 ) 平均赔付率为 1 6 6
.

1%
。

农业保险的高费用主要源于农业在空间上的较大分散性和农业劳动力
、

农业生产资

料利用的季节性
。

农业生产的这些特点
,

首先给厘订保险费率带来困难
。

由于不同地区

的自然地理条件错综复杂
,

各种动植物对外界环境的要求不同
,

亦即不同动植物面临的

危险种类
、

危险程度和出险频率迥然
。

这种情况要求对同一保险标的在不同地区开办不

同险种
,

同一险别险种在同一地区实行不同费率
,

厘订费率就比较费事
。

其次农业生产

的上述特点也使保险展业宣传
、

承保签约
、

察勘定损
、

赔付兑现等工作在时间上比较集

中而且工作量大
,

必然使保险人花费比城镇 各种保险多得多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其费

用必然高于城镇的各种险种
。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高费用直接决定了其高费率
。

无论我们的研究结果
,

还是国外

的资料都表明
,

农业保险的费率最低也在 2 %左右
,

高的甚至达到15 % 一20 %
,

高出家

庭财产
、

企业财产等 保 险 费率的数十倍
。

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入水平比城 市 居 民

低
,

且相当缺乏保险意识的农村居民
。

拿陕西省来说
, 1 9 8 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 40 4 元

,

仅及城市人均现金收入的4 2 %
。

在这种情况下
,

要让农民为其农作物和畜禽保险支付充

分的保险费
,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是不可能的
。

3
.

1
.

3 我国农业保险的目标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
,

我们认为
,

我国农业保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
: 以集中统一的农业保

险机构为主
,

经营社会保障性农业保险
。

通过国家农业保险立法
,

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

金
,

并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经营方针
,

国家给农业保险以必要 的优惠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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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建立事业性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
,

各省地县都可 以设立其分支机构
。

由该公司

经营全国农业保险和再保险
。

除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外
,

作为补充
,

也允许有关保险企

业或农民合作组织
、

互助会社经营某些农业保险项 目
。

º通过农业保险立法
,

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
。

可由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负责筹集
、

分配和管理该基金
。

政府 (或其有关部门 ) 应提供该基金的一定份额
。

农业保险与再 保

险实行社会保障性经营
,

独立核算
,

免征一切税赋
,

经营节余全部留作总准备金积累
,

以备巨灾风险
。

» 对有关国计民生 的重要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
,

其它农林牧渔产品 的

生产则实行自愿保险
,

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项 目给予保险费补贴
。

3
.

2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过渡模式

为了尽早实现前述目标模式
,

有必要从 目前的实际出发
,

建立一个过渡模式
, 以便

积累经验
,

创造条件
。

这里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过渡模式 的方案
:

方案 I :
对农业保险实行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系统为主体的多元化经营

;
多渠道多

层次筹集和建立农业保险基金
;
农业保险的经营以社会保障性质为主 , 在 自愿保险的基

础上
,

有条件的地区对某些农牧生产项目实行地方性法定保险
。

之所 以要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主体经营农业保险
,

是因为这种保险的业务性
、

技

术性和政策性很强
,

较大规模地开办农业保险需要雄厚的资金
。

而目前
,

我国保险业还

比较落后
,

不仅私营或合作的农业保险企业少见
,

就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此 多 较 生

疏
,

且当前
,

各种农业保险企业和组织的广泛发展尚缺乏必要的条件
。

只有保险公司才

具备经营农业保险的经济和技术力量
,

从而能保证其政策和法律 的严肃性
。

之所以要实行多元化经营
,

是因为目前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力量不足
。

在国家

尚无农业保 险立法
,

不可能实行全国性强制保险
,

并 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基金份额
、

经营

费用和保费补贴的情况下
,

要经营社会保障性农业保险
,

无论数量上范围上还是保障水

平上都是十分有限的
,

否则就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资金积累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
,

甚至

影响其经营的稳定性
。

因此
,

作为补充
,

可以允许有条件又有积极性的地方政府或其它

部门
、

有关企业或农民自己组织起来
,

在小范围 内兴办农业保险
。

同时
,

尽可能地发展

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合办农业保险
,

或者由地方政府经办
,

保险 公 司 代

理
,

从而充分吸收和利用各种渠道的资金
,

在一定范围内和规模上建立农业保险基金
。

、

当前
,

应创造条件使各种农业保险企业或组织得到适当发展
,

逐步形成有竞争
、

有活力

的农业保险市场
,

以便多方面 总结经验
,

探索农业保险规律
,

为来日农业 保险立法提供

依据
。

当然
,

国家需要对初露端倪的农业保险市场进行引导和管理
,

对发展过程中的某

些混乱现象进行治理和整顿
,

使其真正发挥农业保险经济补偿作用
。

之所以要 以社会保障性质为主
,

一方面是因为开办农业保险是支援农业发展的一项

重要政策措施
,

不能希望从中牟利
,

况且承保农业生产领域的风险
、

费率本来 就 比 较

高
,

只有尽可能降低费率方可吸引较多农民投保
。

另一方面
,

目前在没有国家财政支持

的条件下
,

保险公司或其它保险企业和组织
,

经营农业保险可以不求盈利
,

但也不可能

长期亏本
,

因此完全实行社会保障性经营是不可能的
。

方案 I : 基本上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实行垄断性社会保障性经营
,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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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或其有关部门间的联合经营
; 在保险公司内将农村保险业务

切块经营
,

单独核算
,

单独考核
,

政府对农村所有保险业务给予全部免税的优惠政策
。

农业保险的垄断经营有利于保险基金的集中筹措和管理
,

便于应付较大的农业灾害

赔款
。

取缔保险公司以外各家办的保险
,

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保险的非法经营
、

非法牟

利
、

损害保户利益等混乱现象
。

在得不到国家财政资助的条件下
,

由保险公司独家经营

社会保障性农业保险
,

就必须在经济上给予出路
,

那就是以农村保险养农业保险
,

也就

是用农村则产保险
、

人身保险等业务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

因此全部免去农村业务的税赋

的优惠政策就成为必要
,

因为在 自愿投保的条件下
,

农村种养两业以外的保险业务盈余

也很有限
,

何况这有限的盈余按理应 当作为应付大灾的准备金
。

我们认为
,

陕西省应选择过渡模式的第一种方案
。

4 发展陕西省农业保险的意见

4
。

1 统一思想认识
,

加强宏观指导

纵观 当今世界
,

凡是重视农业发展的国家
,

无不将农业保险作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

重要政策
,

而不仅仅将农业保险看作是保险企业 的业务工作
。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

也开始给予农业保险以关注
,

并在多个重要的有关发展农业 的文件中提到
。

但是
,

农业

保险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建立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

尚没有完全为

人 们 所 认 识
,

因 此 它在省地县发展农业的规划中还排不上
“

座次” ,

也没有形成一

系列切实的政策
。

陕西省应当将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政策早 日

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加以研究
,

做出决策
。

并在适 当的时候
,

由政府出面成立 一个 有 农

业
、

民政
、

财税
、

金融和保险部门等各方面组成 的农业保险指导委员会 (或叫 其 它 名

称 )
,

其主要任务是
:

组织人力对建立陕西省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制度的可行 性做进一步

深入调查和论证
; 研究和提出有关宏观政策意见

,

制订全省农业保险区划与规划
;
确定

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和步骤
; 指导各地试办农业保险

;
协调和处理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

各种关系和矛盾
。

为将来建立农业保险专业公司做准备
。

4
.

2 制定地方法规
,

建立农业保险休系

农业保险的发展
,

有赖于有关法规的健全
。

在 目前国家农业保险立法尚未 产 生 之

前
,

省上有必要也有可能根据现行国家有关保险法规
,

结合省情
,

制定地方性农业保险

法规
,

以便依法逐步建立起全省农业保险体系
。

法规须对全省农业保险的组织机构
、

业

务范围
、

经营性质和方式
、

各有关部门的分工职责
、

农业保险基金来源和管理
、

财务负

担和制度
、

税收制度以及分保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

并确定对那些在全省或某些地区有

重要意义的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在全省范围或局部区域实行强制保险
。

发展农业保险必须依法筹集保险基金
。

农业保险基金可以从多渠道筹集
,

不一定完

全依靠财政
。

有关部门的支农 资金
、

扶贫资金
、

救济资金都可以挤出一部分
。

国家最近

证论的
“
菜篮子工程

” ,

提出要 建立一笔
“风险基金 ” 。

我们可 以将
“
菜篮子工程

”
的

风险管理 内容纳入农业保险的轨道
,

从而将其
“风险基金 ”

并入农业保险基金
。

4
.

3 坚持改革精神
,

大胆进行试验

目前
,

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发展农业保险的路子
,

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

陕西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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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
,

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联办的烤烟保险
、

地膜覆盖玉米保险已经取得了积

极的成果
。

有的县正在酝酿采取
“县政府主办

,

县保险公司代理
”
的形式兴办 农 业 保

险
,

也有由乡奶牛协会试办的奶牛相互保险
,

乡兽医站试办的生猪保险等
。

政府对这种

积极性应给予肯定
,

同时热情帮助他们总结经验
,

促进其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

只有这

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

使各种农业保险企业 (或组织 ) 之间取长补短
,

促进企

业 改善经营管理
,

提高服务质量
。

同时促进农业保险市场充分发育
。

政府还应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择一些不同类型的有条件的县
、

乡做试点
,

在农业保险

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
,

就农业保险的所有制形成
、

组织形式
、

经营形式以及开 办 的 险

种
、

分保等问题
,

进行连续的试验研究
,

为省政府的决策和制订法规提供依据
。

4
。

4 及早动手安排
,

搞好区划
、

规划

国外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证明
,

区划和规划是发展农业保险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之

一
。

特别是对于农作物保险
,

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特点
,

水
、

旱
、

雹
、

风
,

霜冻等

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情况
,

以及集中连片的要求进行保险区划
,

才能分别根据各区的

实际情况确定各种作物担保产量的范围
。

然后根据各区内不同作物担保声量的高低
、

遭

灾机率
、

损失程度
,

科学地确定不同地区的保 险费率
。

因此
,

我们在进行农业保险试验研究的同时
,

有必要结合陕西省农业发展战略和农

业区划的研究工作
,

及早动手进行农业保险的区划和规划
,

以便确定全省和各地区主要

发展哪些农业生产项 目的保险
; 哪些项目应实行强制保险

,

哪些项目应实行自愿保险 ;

先在哪些地区兴办
,

后在哪些地区兴办 , 同时进行农业保险费率分区
。

陕西省的农业区划和规划工作已进行了多年
,

而且卓有成效
。

在现有农业区划和规

划工作成果的基础上
,

利用农业区划部门的部分力量
,

并有保险部门相配合
,

必将取得

事半功倍之效果
。

T h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A g r ie u ltu r a l In su r a n e e in

S ha a n x i P r o v in e e

T u a o G o u z hu

(N o r th却 e s te r n 月夕r i c u l
-

tu r a l U n i v e r s ft夕 )

Jia o Y u
ii

e Su n S he n g yu a n

(I n s 忽 r a n e e R e s e a r c h l”s ti t“ t e

S h a a n 戈 f P r o v f月 c e )

A bs t r a c t S t a r t in g fr o m a e t u al sit u a tio n s in S ha a n x i p r o v in e e
,

。
f

t h is p a p e r

d iseu ss e s th e n e e e ssity a n d p o ssibility o f d e v elo p in g a g r ie u ltu r a l in su r a n e e a n d

a lso a n alys e s th e t a r g e t m o d e l a n d tr a n sitio n m o d el Of d e v elo p in g C hin e s e a g ri
-

e u ltu r al in s u r a n e e in elo se e o n n e e tio n w ith th e n a tio n al a n d Pr o v in e ia l a et u a l

situ a tio n s
.

O n th e ba sis o f w h ic h
, s o m e s u g g e s tio n s o n th e p r o blem s o f d ev e -

IOP in g a g r ie u lt u r a l in s u r a n e e in Sh a a n x i Pr o v in e e w e r e p u t fo rw a r d in th is

PaPe r
。

K ey w o rd s a g r ic u lt u r a l in s u r a n Ce , e e o n o m ie al e o m p e n s a tio n syst e m

d ev elo Pin g m o d e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