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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2010~2018年的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研究了农业再保险子系统对乡村产业振兴子系统的耦合

协调度，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再保险子系统的四个指标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关联度。

结果显示：1) 农业再保险和乡村产业振兴的综合指标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高度耦合；但目前协调水平

仍然较低；2) 农业保险深度和农业保险密度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灰色关联度极高，再保险公司资产次之。

因此，为了促进农业再保险机制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协调发展，应增加农业保险的普及度，还要提高再保

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同时还应加大监管力度，为农业再保险市场建立良好的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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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0 to 2018,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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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reinsurance subsystem and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subsystem through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degree between four indicators of agri-
cultural reinsurance subsystem and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by using grey correlation analy-
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reinsurance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re generally on the rise and highly coupled; however, the current level of 
coordination is still low; 2) The gra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pth and density of agricultural in-
surance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s extremely high, followed by the assets of rein-
surance compani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reinsurance mechanism for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we should increase the popularity of agri-
cultural insurance, improve the solvency of reinsurance compan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supervision to establish a good development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reinsuranc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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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计划，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

手，同时也是金融系统开展农村金融服务工作指导方针。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其中，产业振兴是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金融逐

渐增多，其形式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农业再保险作为农业金融快速、稳健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效果也起到一定的作用。2020 年我国再保险公司总资产已达到 4956 亿元，是 2010
年的 3.1 倍。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再保险市场虽然体量较大，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面临着

诸多机遇和挑战。本文将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灰色分析法探究农业再保险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

调程度及演进规律，并为农业再保险的发展提出建议以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2. 文献综述 

金融支持农业是指通过金融工具的使用以加强金融市场和农业企业之间的联系，进而促进农业企业

的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金融支持农业的话题倍受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提出了许多

金融支持农业的途径建议。虽然乡村振兴战略仅是我国提出并实施的政策，但金融支持农业的话题一直

都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目前金融支持农业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都是从金融体系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

开展的。 
一是针对金融体系，学者们从宏观经济、制度环境、融资模式和金融需求等因素对再保险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胡炳志等(2012)采用 MIV 方法，发现相较于内部因素的影响，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产险

公司再保险需求影响更大，我国产险公司再保险整体表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1]。刘玮、何青华

(2021)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不同形式的再保险对财险公司成本效率的影响，并发现再保险

安排尤其是非比例再保险具有提升成本效率能力[2]。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落实保险公司风险转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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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再保险业务形成规模等建议。杨世伟(2019)认为绿色金融存在供给不足、配套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并提

出明确金融机构职能定位以健全支持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完善配套政策机制以优化支持乡村振

兴的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强化创新驱动以提高支持乡村振兴绿色金融供给能力等实践路径[3]。张宏伟

(2021)等对农业产业链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进行逻辑论证，结合实践情况提出增加涉农担保机构、持续强化

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担保机构积极布局农村金融市场；创新保险产品，扩大新型保险产品范围，加大

收入保障力度[4]。益虎(2021)客观分析了山东省农业“新六产”发展现状与金融需求，农业银行加大信

贷投放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现阶段“新六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5]。但要控制好投放规模，

规模过大会导致对产业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打折”。邵全权等发现出险概率、损失程度、市场势力不

利于农业发展，降低免赔率则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经济增长[6]。 
二是在政府政策方面，学者们从政策扶持、财政支持、保险协会等方面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袁宸(2009)分析了再保险行业的进入壁垒，以外部冲击的视角，采用 VAR 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得

出影响保险公司的农业再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即农民收入和原保费收入，并且论述了国家扶持政策对再

保险行业的重要性[7]。Namboodiri (2005)认为农业企业在现阶段阻碍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由于

行业的特性，这一问题的解决一般依赖于政府对农业金融的财政支持和非盈利的金融机构的作用[8]。支

持农业的行为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农村的低息贷款大多流向了比较富裕的农户，导致政策实施

的效果不佳。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Mahul、Niraj 和 Clarke (2012)从印度数据中发现国家和私营保险

公司联合成立保险公司协会的模式是最佳的选择[9]。保险公司协会担任支持农民的政策的执行者，并承

担偿还重大损失的责任。对我国来说，朱蕊(2019)等采用门限模型，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扶贫效果与经

济发展水平有关，即农业保险规模的增加会加重经济较差地区贫困农民的负担。此时，应加大农业保险

补贴力度，以减轻贫困农民的支出[10]。 
综上，国内外的学者从金融体系和政府政策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了宏观经济、制度环境、融资模式

和金融需求等因素对再保险的影响。同时，又研究了信贷投放、财政支持和保险协会等方面对农业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而再保险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却鲜有涉及。现有文献更多地研究了再保险整体表现

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或只是研究了再保险对财险公司成本效率影响，或者研究再保险的规模、

再保险行业的重要性、再保险的进入壁垒等方面，而基本没有研究再保险与乡村振兴关系的文献。因此，

本文的贡献在于，将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再保险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灰色分析法探

究农业再保险系统中各个指标分别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程度，剖析内在影响原因，为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3. 农业再保险与农业产业现状 

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常年处于稳步提升的状态。其中，农、林、牧、渔各业产值在近十五年中都

处于稳定增加的状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是加快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于我国农业

的特性，农业保险、农业再保险市场发展艰难。我国相关政策扶持少、农业保险的监管力度不足同样也

减慢了农业再保险市场扩大的步伐。 

3.1.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增加了我国

第一产业发展的动能，为我国农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其中，产业兴旺的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在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生产的转型发展，发挥优势，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改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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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二是要求农村产业结构合理。目前，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逐年提升(见图 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Figure 1. Trends of total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图 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变化趋势 

 
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生产总值提升的情况。近十五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总体呈现出持续增长

的态势。从总体来看，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年递增，增长的趋势较为稳定。2001 年至 2010 年间的总产

值与 2011 年至 2020 年相比，增长较为缓慢；2011 年至 2017 年间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有所提升，从图

中不难看出 2016、2017 年农林牧渔业的增长缓慢。2017 年 10 月 8 日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次年至 2020
年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加快，明显好于 2001 年至 2017 年，说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

得了一定成效。单独来看，农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占比最大，发展趋势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相

似，同样是在 2017 年前增长缓慢，2018、2019 年得到改善。林业、牧业、渔业产值的增长则相对较低。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相似，总体稳定增长，从 1375.91 提升至 3777.9702。2011

年至 2020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连年减少，劳动增长率在−5%左右波动。与就业人员变动情况相反，劳

动生产率在近十年内始终维持增长的状态。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经历了持续下降后，在 2018 年重又上升

(见表 1)。 
 

Table 1.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enefit 
表 1. 农业生产效益 

年度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万人) 劳动力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元/人)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2011 27,931 −5.22% 1375.9192 − 

2012 25,535 −3.54% 1691.6553 22.95% 

2013 23,838 −6.65% 1922.2479 13.63% 

2014 22,372 −6.15% 2224.5197 15.72% 

2015 21,418 −4.26% 2486.4250 11.77% 

2016 20,908 −2.38% 2697.4788 8.49% 

2017 20,295 −2.93% 2876.3727 6.63% 

2018 19,515 −3.84% 3059.8423 6.38% 

2019 18,652 −4.42% 3317.7146 8.43% 

2020 17,715 −5.02% 3777.9702 13.8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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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国再保险市场现状 

作为分散保险风险的主要方式之一，再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本公司承保的部分保险转让给其他保险

公司并向其支付保费，同时将部分承保责任转移给其他保险公司的商业活动。再保险行业是资本密集型

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再保险企业的资本实力是影响其承保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再保险公

司的资产可以作为衡量再保险企业、市场发展的重要指标。从表 2 可以看出，我国再保险公司的资产大

致呈现上升的趋势，增长缓慢并伴随波动。与国外发展成熟的再保险公司相比，总量相差甚远(见表 2)。
农业再保险共同体与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完全发挥作用，仍未解决承保能力有限的问题[11]。 

 
Table 2. Chinese reinsurance company assets 
表 2. 我国再保险公司资产 

我国再保险公司资产(亿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公司资产 1579.1 1845.3 2103.9 3513.6 5187.4 2765.6 3150.3 3633.5 4261.1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cbirc.gov.cn/)。 
 
从政策方面看，我国政策对于农业再保险企业的资金扶持很少，其扶持力度不足以弥补企业资金不

足的问题，缺少资金是我国农业再保险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同时，我国农业在保险的补贴范围小，大

大降低了农业再保险在行业中的吸引力。其次，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我国农业再保险目前采用

的是混合补贴的办法，虽然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但是许多落后地区常因城府财政吃紧，并未得到充足

的支持。 
从法律方面看，我国对再保险市场的立法与监管也存在滞后性。虽然我国再保险市场已有二十余年

的发展，但目前针对再保险的法律规定仍未从《保险法》中独立出来，农业再保险目前参照《农业法》、

《保险法》以及《农业保险条例》，针对农业再保险的内容少之又少，未有完整的法律制度约束农业再

保险市场。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国家对再保险市场的监管更是落后。 

4. 农业再保险对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从发展状况看，我国再保险市场与农业的发展步调一致，而二者的作用机制则需要更深层次的分析。

理论：农业再保险通过农业保险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4.1. 农业保险推动农业的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我国新型绿色农业、现代化农业等

农业生产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业种植、生产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快速增加，农业保险在促进乡村振

兴的实施中也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有国外学者指出农业保险可以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收入预期，促使他们倾向高风险、高效率的先进技

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业现代化[12]。Yongwu Dai (2015)等学者也认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有利于提高

农业产出水平[13]。同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会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付小鹏等(2017)认为保险

深度高的地区，农户专业化程度更高、农业生产规模更大、产出也更多[14]。即增加投保、参保积极性，

对农业生产、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国农业保险在助力农业产业的实践中并未完全发挥作用。

许梦博等(2018)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高保障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农产品生产阶段之

外的保险缺失[15]。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扩大了农业主体保险需求的广度，设施农业等大需求的品种并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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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补贴范围[16]。与美国相比，我国中央–省–市(县)的多级补贴模式现阶段已不再适用，需根据农产品

品种、产量进行差异化补贴[17]。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存在政策、法律等方面短板，尚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农业生产进步倒逼农业保险加快其发展进程，为自身可持续发展尽快做出改变、升级。曹卫芳(2013)
认为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农业保险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持，是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基础[18]。
曹提出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之间存在一种“能量相互增强、运行路径累计向上”的关系。由此，农业

保险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4.2. 农业再保险与农业保险相互促进 

在整个保险行业中，农业保险市场与农业再保险市场的关系紧密且复杂。一方面，农业保险是农业

再保险行业的发展的基础。农业受气候、基因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导致农业保险的预期损失都具有很强

的波动性；我国农业产业非常分散，保险公司监督成本高，造成了农业保险极易发生道德风险问题的局

面。由于农业行业总体特性，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十分艰难。而农业再保险作为农业保险的保险，农业再

保险可以为农业保险纵向分散、转移风险，扩大原保险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增加原保险公司的承

保能力、增加业务量，最终促进农业保险整体行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保险市场对再保险市场具有传染效应。当其中一家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面临巨额赔付，

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很可能收回资金，导致该公司破产，从而给持有该公司其他保险索赔的投保人也造

成损失。关于保险公司与金融机构二者关系的研究，刘玮和何青华提出再保险能够显著提升财险公司成

本效率的结论，其中非比例再保险对提升财险公司成本效率的效果相较于比例再保险更明显。基于农业

保险和再保险的运营过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复杂耦合系统的事实，吕小英等(2022)建立大型系统

动力学模拟大灾风险等多种情况下农业直保经营和中国农再的盈利情况[19]。 
综上所述，再保险市场对保险市场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同时，保险市场对农业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因此，从理论上看，农业再保险市场可以通过保险市场作用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子系统，农业

再保险与产业兴旺子系统二者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本文的假设为：再保险市场的发

展与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产业兴旺之间具有耦合协调关系。 

5. 数据来源和实证模型 

5.1. 实证模型的构建 

耦合协调度已经被多次用于研究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我国农

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偶和协调程度，又通过灰色分析法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两系统

之间耦合度的因素。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农业再保险分散机制子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产业

兴旺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进一步研究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不同指标要

素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关联程度。具体建模步骤如下： 

5.1.1. 耦合协调度 
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之前，本文采用客观性最强的熵值法进行初步处理。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

化的处理。利用熵值法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ω，后分别得到两系统的综合水平 1u 、 2u 。 
本文参照易文华的方法[20]，计算再保险子系统与乡村产业振兴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 C，其公式为： 

1 2

1 2

2 u u
C

u u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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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两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度 C，耦合度反应两个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度，耦合度越大表示两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越强，反之则相互作用越小。协调度的计算需要用到综合协调指数 T ( )1 2T au bu= + ，本

文认为再保险子系统与乡村产业振兴子系统同等重要，故取 a = b = 0.5，即 

1 20.5 0.5T u u= +                                         (2) 

耦合协调度 D 的计算公式为： 

D C T= ×                                           (3) 

对耦合度等级的划分以及判定标准，本文参考唐晓华[21]的做法(见表 3)。 
 

Table 3. The judgment criteria of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atastrophe risk dispersion 
mechan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 3. 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判定标准 

 重度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耦合度 C (0, 0.1] (0.1,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0.9] (0.9, 1] 

协调程度 拮抗区 磨合区 协调区 

5.1.2.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动态定量分

析方法。本文采用灰色分析法进一步分析再保险子系统中各要素对乡村产业振兴子系统发展的影响程度。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计算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绝对差值 ( )0Δ i k ，其具体计算公式

为： 

0 0i ik x k x k∆ = −                                         (4) 

其次，计算两指标间的关联系数 ( )i jξ ，公式为： 

0 0

0 0

min min max max max max max max

max max max max
i ii i k k i i k k

i
i ii i k k

k k
j

k k

ρ ρ
ξ

ρ ρ

∆ + ∆
=

∆ + ∆
                       (5) 

其中 ρ为分辨系数，一般在(0, 1)间取值。分辨系数 ρ与分辨率成反比，即分辨系数越大，分辨率越低，

反之则越高，本文取 ρ = 0.5。 
最后，计算关联度 0ir ： 

( )0

1 m
ij ik k

m
γ ξ

=
= ∑                                        (6) 

关联度是反应比较序列中单个指标对参考序列影响程度的工具。通过比较不同指标与产业兴旺子系

统间关联度的大小，可以分析农业再保险分散机制中哪些指标与产业兴旺的关联更密切。关联度 0ir 的值

越大，则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变化趋势越相似，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的影响越大，即对产业兴旺子系

统影响越大，反之相反。 
本文将关联度等级分为三个级：第一等级为高关联度指标，即灰色关联度介于 0.8~1.0；第二等级为

中关联度指标，即灰色关联度介于 0.7~0.8；第三层次为低关联度指标，即关联度小于 0.7。 

5.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再保险市场和乡村产业发展两个系统的耦合关系。产乡村振兴系统的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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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已有许多学者研究，选取的指标也不尽相同，产业兴旺子系统的评价指标的选取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

向出发，参照卢风英等人选取 7 个指标。对于再保险子系统，本文主要参考郑军等人的构建方法，在此

基础上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的部分指标进行替换(见表 4)。 
 

Table 4.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reinsurance subsystem and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subsystem 
表 4. 再保险子系统与乡村产业振兴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子系统 一级指标 功效 权重 

再保险子系统 

财险分保费收入(x1) 正向 0.263044 

再保险公司资产(x2) 正向 0.242506 

农业保险深度(x3) 正向 0.254331 

农业保险密度(x4) 正向 0.240119 

乡村产业子系统 

农产品生产(x5) 正向 0.257113 

农林牧渔服务业发展程度(x6) 正向 0.015088 

乡村生产效益(x7) 正向 0.135623 

有效灌溉面积(x8) 正向 0.079538 

农村生产用电量(x9) 正向 0.182819 

农业化肥使用量(x10) 正向 0.197911 

农业机械总动力(x11) 正向 0.131908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银保监会

官网以等。数据起止时限为 2010~2018 年。 

6. 农业再保险对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6.1. 耦合程度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 2010~2018 年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子系统与产业兴旺子系

统的耦合协调度，结果保留四位小数(见表 5)。 
 

Table 5.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disaster risk dispersion mechanism subsystem and in-
dustrial prosperity subsystem from 2010 to 2018 
表 5. 2010~2018 年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子系统与产业兴旺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年份 u1 u2 C T D 偶和协调评价 

2010 0.0259 0.0019 0.0545 0.0129 0.0266 重度失调 

2011 0.0302 0.0451 0.9768 0.0384 0.1937 中度失调 

2012 0.0395 0.0801 0.9382 0.0605 0.2382 中度失调 

2013 0.0629 0.1139 0.9529 0.0903 0.2933 中度失调 

2014 0.1130 0.1448 0.9911 0.1303 0.3594 轻度失调 

2015 0.1684 0.1660 1．0000 0.1676 0.4093 濒临失调 

2016 0.1724 0.1497 0.9980 0.1621 0.4022 濒临失调 

2017 0.1587 0.1529 0.9996 0.1545 0.3930 轻度失调 

2018 0.2291 0.1456 0.9685 0.1834 0.4214 濒临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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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中可以看出，两个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缓慢增长。再保险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由 0.0259 上

升到 0.2291，乡村产业振兴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从 0.0019 上升到 0.1456，其综合评价指数在 2016~2018
年略有回落，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原因是为改善化肥不合理使用的现状，实现农业绿色转型，我国农

业部下发了《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大力推进化肥减量提效，使乡村产业振兴子系统

中农业化肥使用量减少。两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水平较低，农业再保险的综合评价指数高于乡村产业

振兴，二者之间差距较小，相关性较强。2011~2018 年耦合度 C 稳定在 0.9~1 之间，表明农业保险大灾

风险分散机制子系统与产业兴旺子系统之间高度耦合，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综合协调指数 T 大体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较低。2013~2015 年上升幅度较大，与再保险子系统

综合评价指数不断上升有关。2013 年出台的《农业保险条例》提出建立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次

年针对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的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成立，再保险公司的资产大幅提升、农共体在

重特大极端天气灾害中支付赔款也不断增加。因此，再保险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上升，从而综合协调指

数也呈上升趋势。 
协调度 D 处于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是水平仍然较低，期间经历了中度失调到濒临失调的过程，正逐

步向协调阶段发展，但与协调阶段还有一定的距离。其中，耦合度与协调度在 2014 年都有提升，可能是

由于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的成立。农共体成立以来，在重特大极端天气灾害中支付赔款不断增加，

对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与产业兴旺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

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程度逐年加深，向良好协调状态过渡。 

6.2. 灰色关联分析 

参考序列选择本文构建的乡村产业振兴综合发展水平，选择再保险子系统中的财险分保费收入(x1)、
再保险公司资产(x2)、保险深度(x3)、保险密度(x4)作为比较序列。根据上述灰色关联度模型，取关联系数

ρ为 0.5，计算得出 2010~2018 年农业再保险分散机制以及各指标因素与乡村产业兴旺的关联度，经过算

术平均最终得到灰色关联系数，结果保留四位小数(见表 6)。 
 

Table 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index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reinsurance decentralization mechanism and rural in-
dustry revitalization from 2010 to 2018 
表 6. 2010~2018 年农业再保险分散机制各指标因素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联度 

 财险分保费收入(x1) 再保险公司资产(x2) 农业保险深度(x3) 农业保险密度(x4) 

2010 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1 年 0.5153 0.859 0.9998 0.9992 

2012 年 0.4995 0.8391 0.9999 0.9989 

2013 年 0.4529 0.8207 0.9999 0.9985 

2014 年 0.4235 0.7326 0.9999 0.9984 

2015 年 0.4244 0.6498 0.9999 0.998 

2016 年 0.3819 0.7769 0.9999 0.9977 

2017 年 0.5257 0.7535 0.9998 0.9972 

2018 年 0.3333 0.726 0.9997 0.9964 

均值 0.5063 0.7953 0.9999 0.9983 
 
根据表 6 可以看出，财险分保费、再保险公司资产、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关联度

存在差异。其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 1 0.5063r = 、 2 0.7953r = 、 3 0.9997r = 、 4 0.9997r = ， 3 4 2 1r r r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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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度关联的指标有两个：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中、低关联度指标各一个，分别是再保

险公司资产、财险分保费收入。 
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联度最高。农业具有事故频发、损失大的特点，

农业事故的发生会对农业本身产生影响，进一步对农业加工、农产品经销等相关行业造成影响。所以农

业保险深度、密度与乡村产业振兴呈现出极高的相关性。这意味着保险深度和密度的提高可以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目标的进程。 
再保险公司资产与财险分保费收入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联度相对较低，且关联度都具有波动性。再

保险公司资产的关联度表现为中度关联，其变化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2015 年达到最小值 0.6498，
之后逐渐上升在 2018 年达到 0.726。在 2015 年达到最低后又维持中度关联，说明再保险公司资产减少导

致了灰色关联度的减少。财险分保费收入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子系统的关联度在 2011 至 2018 年间维持

在较低水平，表现为弱关联。二者的关联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在 2017 年达到峰值 0.5256，后在 2018 年

达到最小值 0.3333，全部表现为弱关联。 
虽然农业再保险分散机制与乡村产业振兴表现出高度耦合性，但由于农业再保险分散机制是间接作

用于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农业保险作为中介。农业风险大、我国农业产业分散，国际再保险机构对我

国农业再保险的接受意愿不强，而我国的再保险公司数量不多，发展较晚，体量不足以覆盖全国的农业

保险。我国再保险市场过度分散、市场份额少，因此结果并未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 
总体而言，农业再保险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目前还未与乡村产业振兴形成深度融合

的发展机制。 

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本文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农业再保险分散机制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关系，并通过灰色关

联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农业再保险分散机制的不同指标要素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联性，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农业再保险和乡村产业振兴两子系统之间耦合等级高，但协调度较低。两个子系统的综合指

标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耦合度维持在 0.9~1 之间，耦合等级高；协调度同样是呈现上升趋势，从 0.0266
上升到 0.4214，逐步向协调区发展，但目前协调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 

第二，本文选取的农业再保险子系统中的四个指标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大小也不相同。农业保险

的深度、密度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相关性最大，再保险公司的规模次之，财险分保费收入的相关度最低。

再保险公司规模、财险分保费收入与乡村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子系统的相关度具有波动性。 

7.2. 建议 

基于以上两点结论，本文就农业保险、农业再保险以及监管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促使农

业再保险分散机制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第一，增加农业保险的普及度。农业保险的深度、密度与乡村产业振兴系统的相关性最大，但我国

农业保险密度和深度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公司应及时丰富保险产品，

以满足各类农业产业经营主体的需求，提高其投保积极性。政府可以优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及时

调整制度以精准补贴，达到提高农业保险密度和深度的目的。还应精细区分标的，差异补贴，提高补贴

效率。同时，政府应鼓励农业保险公司分出业务，降低赔付风险。 
第二，提高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再保险公司资产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联度即将达到高度关联水

平，是决定其承保能力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再保险公司大都处于起步阶段，资金实力有所欠缺，且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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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市场经验。因此，各再保险企业可以参照中国农共体的成立方式，寻求合作，构建多层次、多元化

的结构，以扩大企业规模，提高承保能力、风险管理水平，最终刺激农业再保险市场。在资金允许的情

况下，政府还应为原保险投保农业再保险提供保费支持。 
第三，加大监管力度，为农业再保险市场建立良好的发展体系。随着农业再保险市场的发展，稳定

健康的发展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应积极完善再保险体系，并优化监管制度。首先，应直接监管农

业保险、再保险经营机构的财务状况。其次，应重点关注农业再保险经营主体的偿付能力，保证准备金

的计提和使用。最后，加大对处罚力度，杜绝违法行为，确保市场的良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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