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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近年来农业保险的发展作为切入点，主要考量农业保险对于农产量影响的方向以及影响的机理。

可以增加农业播种面积并增加农业总产值，从而促进农民收入，最终实现农作物总产量的增加。经异质

性分析，发现该促进作用与地区科技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农业保险，生产投入，地均产量，异质性分析，地区科技差异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 Output 

Zhengbin He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Oct. 28th, 2023; accepted: Dec. 1st, 2023; published: Dec. 13th, 2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mainly considers 
the direc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 agricultural output. It is 
found tha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an increase agricultural sown area and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thus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and finally increasing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Throug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reform and the level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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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保险是指保险人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风险或市场风险所造成的损

失提供经济补偿的各种保险保障。它是我国应对“三农”问题、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在保险业中，

由于农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农业面临风险的特殊性，故农业保险被视为尖端产品，发展较为缓慢，

对于保险公司也并没有固定利润。目前主要产品有农作物保险、林木保险、牲畜保险、家禽保险、水产

养殖保险等险种。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较高，发展农业保险有着必要性以及内驱性。目前我国的

农业保险大多是财政支持的政策型农业保险，这是由于，农业易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影响，农业保险出现

概率较大，但农户参保意愿较低，所以承保机构的组织效益不高，商业性质的农业保险难以维系，需要

财政支持，此外，也可以在世贸组织的规则下，对农业生产实施合理的保护。近年来，由于农业保险的

体制日益完善，在 2021 年，中央拨款保费补贴 333.45 亿元，实现保费收入 965.18 亿元，为农业生产提

供风险保障 4.78 万亿元。在 2022 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

2022 年初，中央对农业保险发展做出了多项部署，完善了“保险 + 期货”的模式，发展农业再保险，

旨在为中国农业保险提质增效。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农户向保险公司购买农作物价格保险，当作物预期

价格低于约定期货结算价格时，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进行赔偿，降低由于价格下跌可能导致收入损失。

与此同时，保险公司通过购买看跌期权可以将价格风险进一步转移到市场。 
 

 
(a)                              (b)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remium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图 1. 农业保险保费与农业产量趋势图 

 
通过观察近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粮食产量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如图 1 所示。可以初步

看出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08，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可以进

行下一步分析。下文将对此正相关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农业生产的机理分析，本文从在生产投入、作物种植以及农户收入三个方面研究农业保险对粮

食产量的影响机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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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 grain yield 
图 2. 农业保险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机制图 

2.1. 农业保险提升农业产量的机制分析 

2.1.1. 生产投入 
有研究说明，由于担心风险造成的损失，农民往往会减少对机械的投入，避免风险对粮食生产的影

响。在保险的支持者看来，农保能促进改造传统技术[1]。具体来讲，在保险的保障下，农民有更强的意

愿购买农业机械，也有发展农业器械跨区合作工程或农机合作社合作模式等，这都有助于农业的增产增

效。除此之外，生产投入同时也包含生产资料的投入，生产资料包括化肥农药和农业用具等辅助品。在

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土壤质量下降(酸化，降低盐基饱和度和土壤肥力)，不利于

农业生产，基于此论点，不同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观点，部分人认为参保后农民会加大化肥[2]和农药[3]，
另一部分人认为，保费可以作为生产成本，挤出其他生产资料的投入[4]，在化肥减少的部分范围内，粮

食种植者可能会使用更多的有机肥料进行代替[5]，进而提高生产产量。 

2.1.2. 作物种植 
农民对生产投保后，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得到”更多的耕地面积，同时生产决策可能会发生改变，

弃耕的边际土地恢复耕种[6]，种植面积增加[7]，对粮食增产有正向激励。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参保后

由于保障程度较低导致种植面积并未明显扩大[8]，农业产量就并不会收到农业保障的影响。 
在农业保险对单位面积产量的影响中，学者有着一致的观点。在人口增多，耕地商业化的背景下，

提高粮食亩产量对解决这一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较为稳定的条件下，购买

农业保险可以有效降低粮食种植者的经营风险，有助于提高粮食单产[3]。有研究表明，这个产量增加幅

度在 0.28%~4.1%之间[8]，这验证了农业保险有着积极作用。 
最后，在粮食种植结构方面，由于耕地的细碎化，种植者会种植多种农作物从而达到自我保险的目

的，表面上可以均衡化各类农产品产量，达到增产增效，但是会有损长期发展的。除此之外，粮食种植

者会给予不同农作物的收益，优先购买高收益作物的保险[9]，这会形成“投保不足”的粮食作物和“投

保过剩”的经济作物的局面，不利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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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农户收入 
参保农业保险后，农业风险被转移给保险公司，提高了粮食种植者的积极性。同时，政府相关补贴

保障了粮食生产，粮食种植者由于种粮收入增加导致总收入显著增加[10]，有助于提高农业产量，当然这

属于较为理想的效果。然而，部分粮食种植者在投保后，由于道德风险，可能会降低田间管理投入，再

加上福利耗散等原因收入并未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H：农业保险可以在生产投入，作物种植以及农业收入三方面促进农业产量增加。 

2.2. 农业保险对于粮食产量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文化等特征各不相同，使得当地农业保险水平与

粮食产量存在较大的差异，农业保险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可能就会有所差异，因此，对于不同地区的保险

效用的差异的研究有着必要性。 
从近几年看，科技抗灾、科技增产成为粮食生产中的亮点，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 55%，

除此之外，由于科技进步提高的粮食亩产超过了由于耕地面积下降导致的产量下降影响[11]，基于这个观

点，各地的科技水平的差异在农业产量上的差异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农业保险在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也相差甚远，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会直接作用于每个家庭，每个农户的经济水平附属于地区经济水平，农村家庭的经济因素对农业保险

的需求有着正向激励，大体上满足需求曲线，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发现农村家庭经济 1 单位的增长可以

增加 0.012 单位的人均保费水平[12]。 

3. 数据和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我国 2009~2022 年共 14 年的统计年鉴，选取其中的农业保险保费，农业机械

总动力，化肥使用量，农作物总产值，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产量作为原始数据。 

3.2. 对农业保险提升农业产量的实证分析 

3.2.1. 农业产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基于上述的实证分析，我们将农业产量评价从生产投入，作物种植和农户收入三个方向考量，根据

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将这三个一级指标根据数据分别列为五个二级指标，具体分类见表 1。 
 
Table 1. Specification table of grading indicators 
表 1. 分级指标说明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指标属性 

生产投入 
① 农业机械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正向 

② 化肥使用量 化肥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正向 

作物种植 ③ 农作物总种植面积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不定 

农户收入 ④ 农作物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正向 

 
最终，农作物总产量作为总指标记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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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农业产量评价的测度方法 
本文主要利用 LR 算法对每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并根据结果选择较好的因素进行分析。 

3.2.3. 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 R 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线性和指数回归分析以及对应的显著性分析，得到回归模型的汇总数据，

选取其中回归系数，回归系数显著性，以及自变量系数作为分析数据，回归结果见表 2。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 record table 
表 2. 回归结果记录表 

 
线性回归 指数回归 

自变量系数 显著性 回归系数 自变量系数 显著性 回归系数 

① 18.003 0.0263 0.3485 0.0002 0.0256 0.3509 

② −0.3956 0.22 0.1223 −0.00007 0.211 0.127 

③ 12.88 0.0003 0.6803 0.00008 0.000316 0.6745 

④ 54.44 10^−10 0.9309 0.00107 0.000005 0.8337 

⑤ 28.836 10^−8 0.8244 0.00028 0.000017 0.7981 

 
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下游指标中，农业保险与农业机械动力及化肥施用量两指标的结果并

不显著，而对于农作物播种面积以及农业总产值的回归结果极为显著，初步得出结论农业保险主要通过

增加农业播种面积以及增加农业总产值以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来实现促进农作物总产量的增加。针对这

一观点，可以通过农业保险的机理阐述，农业保险可以分担自然灾害所带来对农作物产量的风险，从而

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并增强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以达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3. 农业保险异质性的相关分析 

3.3.1. 体系构建 
我国粮食产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为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河北、江苏、内蒙古、四川、

湖南，根据地理位置，我们选取河南、山东、安徽三地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可以减少由于地理差异导致

的其他影响，例如气候条件、地形地势和人文条件等。此外，这三个地区的粮食产量均处于排名前列，

可以代表我国产粮的水平。综上所述，这三个地区是研究科技水平带来的影响的优质样本，下文将通过

分析这三个地区的科技水平、农业保险对产量的促进作用以及两者的关系完成论证。 

3.3.2. 测度方法 
我们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下面是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方式： 
1) 我们选取全国农业保险金额，三省的播种面积、机械总动力、粮食总产量为原始数据。 
2) 由于各省的农业保险数据有所缺失，采取比例估算的方式获得更省农业保险的保费金额。处理方

式为“各省市农业保险费用 = 全国农业保险费用 × 各省市财产保险费用 ÷ 全国财产保险费用”(由于

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故用此方式近似)。 
3) 我们采用各省市农业保险费用与农产品地均产量做回归分析，显著后使用自变量的系数定义为农

业保险对于农产品地均产量的影响因子。 
4) 我们采用“该年份地均动力值 = 该年份该地区农业机械的总动力/该年份该地区播种面积”，并

对每一年的地均动力值求算数平均数定义为该地区的科技水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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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把科技水平因子以及保险影响因子标准化后作回归分析，所得到的回归系数即为科技对于当

地农业保险影响的异质性。 

3.3.3. 结果分析 

Table 3. Insurance influence factor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factors 
in three provinces 
表 3. 三省的保险影响因子与科技水平因子 

省份 保险影响因子(括号内为显著水平) 科技水平因子 

安徽 0.002035 (8.06 × 10^−6) 0.6904 

山东 0.0025278 (4.07 × 10^−7) 1.0451 

河南 0.002215 (5.98 × 10^−6) 0.7255 

 
根据表 3 的回归结果，由于每个省份保险影响因子的显著性水平都很高，均在 10^−6 的数量级上，

所以保险影响因子可以作为研究科技水平对保险影响的因变量，再由于科技水平因子与保险影响水平因

子变化大致相同，所以初步判断结论正确。由于样本数量较少，所以回归结果不会太显著，但是根据比

例关系认为大致处于线性关系，将保险影响因子标准化至 0.1~1这个数量级，三省数据变为(0.2035, 0.2578, 
0.2215)此时研究相关关系所得到的结论较为直观，最终做线性回归，得到结论每变化 1 个单位科技水平

因子，变化 0.1227 个保险影响因子。这个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相符合，科技水平可以提高保险对于农业

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业保险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必然会相应提高，从而

对于农业生产的保障作用增强，以至于农业的增产增收。 

4. 结论 

通过上文对农业保险促进粮食产量的论证。我们在影响机理分析中，得出农业保险主要在作物种植

以及农民收入两大层面影响着农作物产量；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得出科技水平与农业保险促进农业生

产的作用存在正相关关系。文章所做出的假设分析正确，最终得出“农业保险通过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扩

大播种面积以达到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最终目的，且这个影响会由于科技水平的进步而变得更显著”的结

论。 
本文中对于各省市农业保险保费的处理较为粗糙，线性回归中数据处理方式较为简单，后续研究可

以通过精细化数据来源，增加数据处理程度来达到让结果更为科学准确的目的。 

5. 建议 

基于上文论述，我认为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扩大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以增

加农民对农业保险的信心和参与度；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更多的

优质种源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政府和企业可以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力度，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预测等方式，提高农作物生产的精准度和预测性，以实现农作物总产

量的增加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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