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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其中指出了需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本文根据在淮安地区的深入调研，重点研究三大农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及种植收入保险对于促进建设农业

强国的作用路径，指出了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的种种潜在问题。最后本文针对这二种保险在实施过

程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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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scribed the grand bluepri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pointed 
out th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ower. Based on the in-depth research 
in Huai’a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he full cost insurance and plantation income insur-
ance of the three major crops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 and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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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various potential problems found in the process of field research.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se two kinds of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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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4 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与调整。文件中指出

需要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有序扩面。鼓励地

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 
此外，202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需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进一步保障农民种植

收益。为推动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及种植收入保险试点工作，政府将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民对保险政策

的理解度。在农业保险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将进一步强化农业保险的宣传推广工作，确保广大农户充

分理解政策内容。同时，优化保险理赔机制，简化理赔流程，提升保险公司服务水平，确保农户在受灾

之际能及时获得保险赔付，减轻损失。 
农业保险政策的推进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进程，进一步提升国家粮

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政府将强化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推动农业绿色增长，助力提升

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 
总之，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业保险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农业抗风险能力，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各项政策支持下，我国农

业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将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2. 现状分析 

(一) 研究完全成本保险及种植收入保险促进农业强国的必要性 
自 2019 年起，我国中央政府对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行相

关政策。这一政策立场凸显了国家对农业保险领域的关注，以及在国家层面上对农户利益的保障。在农

业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背景下，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农业保险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我国政府对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重视程度，从政策出台的连续性和力度上得以体现。自

2019 年起，相关政策陆续出台，旨在激励保险公司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业务，加大财政补

贴力度，降低农户的投保成本。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保险公

司提高服务质量，优化保险产品。 
发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对我国农业强国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

关乎国计民生。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巩固国

家安全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发展成为新时代重农强农政策的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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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角度来看，发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是我国保障农户利益的新举措、新方法。保险

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激发农户种植的积极性，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为农户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将进一

步助力农业强国建设，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对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重视与发展，展现了国家在农业保险领域的

政策导向，旨在保障农户利益，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将成为我国农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农业发展和农户福祉做出积极贡献。 
(二)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现状分析 
根据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自 2023 年起，我国在全国各产粮大县开展三大(稻谷、小麦、玉米)粮食

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投保农户实施保费补贴。 
近年来，我国在关系国计民生及粮食安全的领域持续推进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实施范围，

旨在稳固农民收益，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此前，这两种农业保险已全面覆盖 13 个粮食主产省区内的产

粮大县，将各类农户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均纳入保障范畴。 
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金额涵盖农业生产总成本，包括物化成本、地租成本和人工成本等；种植收入

保险的保险金额则与农产品价格和产量挂钩，旨在保障农业种植收入的稳定性。在保险责任方面，完全

成本保险需涵盖各类自然灾害、病虫鼠害、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毁损及火灾等风险；而种植收入保险则

需承担农产品价格和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在制定保险费率时，我们严格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确保农业保险的综合费用率不超过 20%。为确

保保险的保障水平与农业生产相匹配，原则上两种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均不得超过相应品种产值的 80%。

在保费补贴方面，省级财政补贴不低于 25%，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含大连市)补贴 45%，

对东部地区补贴 35%。 
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我们仍需警惕可能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确保农业

保险的顺利实施。 
存在很多问题的，本文针对四个重点问题做出解析。 
1) 道德风险问题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高补贴、高保障以及产粮大县全覆盖的局面，使得这项保险活动面

临的道德风险更为突出。例如，村干部在农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农户个人名义签订保险合同、代缴保

费，或者对保险标的进行虚构虚报，虚增种植面积以及对同一区域进行重复投保。 
2) 政策执行问题 
政府支持力度和政策执行效果也是影响这两种保险推广的重要因素，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

策，但如果政策宣传不到位或执行不力，农户和保险公司都可能无法充分受益。地方财政部门应综合考

虑当地农业发展、财政承受能力等情况，将辖内产粮大县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纳入保险保障范围，

允许村集体组织小农户集体投保、分户赔付[1]，坚持稳字当头、稳妥有序，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3) 保险公司理赔问题 
农业保险具有“两低两高”的特征，即缴费低、保额低、风险高、赔付率高。因此，经营风险较大，

盈利困难的性质使得保险公司存在道德风险较为突出。同时，自然灾害、病虫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因

素都有可能对农户的收入造成影响，使得保险公司面临较大的赔付压力。农业保险的专业人才匮乏，导

致保险产品设计、理赔流程等环节难以做到精细化、专业化。 
4) 宣传力度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力度尚待加强，许多农户对这两种保险的详细内容和保障程度认识不足，投保

意愿相对较弱。此外，部分地区的农业数据透明度不高，为保险公司在风险评估和定价过程中带来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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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保险产品的精确性和公平性。 
然而，经过多年的优化推进，这两种保险的收益作用远大于其所存在的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实施带来了显著收益。首先，这两种保险的实施大幅度提高了农业保险的

保障水平，稳定了种粮农户的收入，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1]。 

为确保粮食安全，我国已在全国 1105 个产粮大县全面实施了两种保险政策。这一举措惠及了超过一

千万的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他们提供坚实的保障。这两种保险的保障范围广泛，覆盖了包括适

度规模经营农户、小农户等各类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农业发

展的高度重视，更为广大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 
这两种保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保险的优质发展。在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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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保障范围，为农业保险的“覆

盖面拓展、产品创新、标准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 

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落地实施，有力提升了我国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

为种粮农户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保障，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动力，为国家粮食安全筑牢了坚实屏障，

有力推动了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 

3. 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保险：农业强国的“保护伞” 

首先，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维护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稳定器和安全网的作用。有了保险

的支撑，农户在种植过程中更有信心，避免了因担忧灾害而减产的情况，确保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同时，

保险的赔付机制有助于农户迅速恢复生产。 
其次，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保险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多数贫困地区，大部分贫困人口为农民。

灾害发生或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可能使原本贫困的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保险的赔付为农户提供了最低保

障；保险公司精准施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推动优势产业发展，提高农户收益。 
此外，保险助力科技在农户生产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当前已有部分农业科技成熟且具备应用

价值，但受限于高昂的价格、农户文化水平及使用难度等问题，未能广泛推广。保险公司可作为科技企

业与农户之间的纽带，协助农户购置相关设备，并邀请科技公司派遣专业人员提供使用指导，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 
(一)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概念 
完全成本保险是一种农业保险，其保险金额涵盖了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等农业生

产总成本。即便农户在遭受自然灾害导致零收入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保障。完全成本保险的三大特点为：

保障水平较高、保险责任范围广泛、受益人群众多。 
种植收入保险则是一种保险金额体现农产品价格和产量的农业保险，用以应对价格风险。这两种保

险均为在原有农业保险产品基础上升级而成，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和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升级。 
(二) 以淮安市为例具体分析 
1) 发展历程(政策的实施落实步骤、已经达成的成就) 
完全成本保险：由于前期的农业保险险种无法满足农户需求，2022 年初江苏省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出

台了完全成本保险在江苏全省 55 个产粮大县全面推开试点。政策推出后，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保险公司

与协保员合作向农户推广的作用下，同时一些农业大户也有着对农业保险的诉求，部分农户接受了保险。

农户在经过了从投保到理赔的一个完整的流程过后，损失得到了基本保障，满意度很高。再由农户口口

相传，完全成本保险逐渐全面铺开。在开展过程中，协保员会帮助保险公司与农户沟通。协保员分为两

级，镇级协保员一个，村级协保员一个由村会计兼任。投保时，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为一个保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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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三个月。农业大户(拥有农田五十亩以上为大户)作为一个单独个体投保。散户则是以村为单位，村

级协保员作为委托人帮助投保。自然灾害发生时，保险公司派遣专家前往农村定损，不同的作物生长周

期赔付比例不同，赔付金额也不同。当一个完整的定损程序结束后，保险公司对农户进行理赔，一对一

进行线上支付，次日到账。 
完全成本保险责任范围中增加了原先农业保险中没有的火灾保险，同时将地租和若干人工成本纳入

保险保障范围中。保额提高的同时降低了费率，保费并没有提高很多，完全在农户接受范围之内，农户

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完全成本保险受到了广大农户的认可，提高了农户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如今，完全

成本保险在淮安市已经全面推广。 
种植收入保险：淮安市曾在 2021 年推出水稻种植收入保险，但是种植收入保险的理赔需要开具受灾

证明和减产证明。而我国粮食年年丰收，逐年递增，相关政府无法开具减产证明，保险公司便难以理赔。

2022 年，政府将险种进行修订，原本以区域产量为标准变为以村为单位的产量为标准，但是仍然无法开

具证明。后期又进行修订，以村为单位的产量标准过渡到以具体农户的产量为依据，但是仍然难以操作。

于是险种难以推广。如今，淮安市只有产量不高的玉米作物仍保有种植收入保险。 
2) 作用机理分析 
(1) 提高农户积极性，增强农户的保险意识。 
完全成本保险是保成本，种植收入保险是保收入，是对农户较为全面的保障，能让散户有基本收入，

让大户减少损失成本。有了这两种保险的保障，农户避免了“靠天吃饭”的困境，在面对大灾大难时，

也有底气继续种植粮食。由于前期的物化成本保险不能满足农户的实际需求，完全成本保险孕育而生，

在之前的基础上，保障范围和保险责任扩大，涵盖了直接物化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等，但是农户

缴纳的保费不变。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了解到淮安市的完全成本保险由国家补贴 70%，农户自缴 30%，

这样减轻了农户的投保压力，提高了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农户们也表示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使

他们的种植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信心。在农业强国的建设过程中农民是主体，只有提高农民的积

极性，才能顺利推进农业强国。农户在投保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过程中，切实体会到政府的

支持和保险带来的保障，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保险意识，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互助参保，建立起防灾抗

灾的“保护伞”。 
(2) 提升农业生产风险管理能力，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 
目前，我国为农业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已达空前的 80%左右。2007 年保障水平只有每亩 400 元

左右，2017 年，在 200 个产粮大县试点三大主粮大灾保险时，迅猛提高到 2.5 倍，高达 1000 元左右；而

2018 年启动的主粮保险试点，平均保障水平每亩也超过了 1000 元[4]。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丰

富和完善了我国的农业保险体系，提升了农业生产风险的保障水平。同时，也对我国农业保险行业带来

了许多新挑战，例如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新产品的定价定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

挑战的同时，也是建立健全我国农业保险体系的机会，对于推动农业保险转型升级、构建更加高效规范

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具有推动作用[5]。由于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还在试点阶段，各地区的政策

有所不同，保险公司应该因地制宜采取科学合理的定价方法，提高定损和理赔的效率，培养更多高素质

专业人员，做到以基层农户的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广有效的经验，拓宽投保范围。 
(3) 助力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稳定三大粮食的生产。 
粮食安全作为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其核心在于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农业发

展需求，我们推出了针对三大主粮作物的农业保险提标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农民的保险选择范围。该政

策将保障水平提升至相应品种种植收入的 80%，显著超越了传统直接物化成本保险的保障程度，最高可

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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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保险保障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同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

举措使得农户在面对风险时，能够获得更全面的经济补偿，有效减轻其经济损失。稳定的种植收入不仅

有助于农户维持后续生产活动，还保障了其再生产能力，确保了粮食生产的持续性。 
为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自 2021 年起，我们相继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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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

收入保险在保障粮食生产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彰显了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4) 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种植收入保险通过影响农户收入预期，能够激励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和更新生产技术，从而推动农业

的现代化建设。试行完全成本保险是农业保险增品、提标、扩面的关键一步，农业保险具有支农、惠农、

富农、强农的重要作用，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推广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强国的

建设。 
3) 创新发展，持续优化 
淮安地区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之所以独具特色，与其背后的保险公司地域化管理方式密

切相关。不同于其他地区由单一保险公司负责全区的模式，淮安采取了由多家保险公司分别负责不同地

区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各家保险公司能够更加专注于各自负责的区域，深入了解当地农业生

产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具体需求，从而制定出更加符合当地情况的保险产品。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淮安地区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产品设计具有高度的针对性。

由于淮安地区的农业生产种类多样，各地区间的农业生产风险也存在差异。因此，保险公司能够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风险特点，设计出更加贴合当地农业生产需求的保险产品。例如，对于水稻种植

区，保险公司会特别注重对水稻种植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水灾、旱灾等风险的保障；对于蔬菜种植区，则

会更加关注蔬菜种植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病虫害风险的保障。 
在理赔服务方面，淮安的保险公司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简化理赔流程，提高理赔效率。

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能够迅速响应，确保客户的权益得到及时保障。这种高效、人性化的服务

方式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此外，淮安地区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还结合了地方政策进行推广。淮安当地政府通过出

台一系列的农业保险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保险，从而提高了农业保险的覆盖率。同时，当地政

府还与保险公司合作，共同推动农业保险的创新发展，以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保险需求。 
综上所述，淮安地区的完全成本保险在产品设计、理赔服务和市场推广等方面都展现出鲜明的地区

特色。这得益于当地独特的保险公司地域化管理方式、市场需求导向的产品设计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

这些特色共同推动了淮安地区完全成本保险的快速发展，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了更为全面、便捷的保险服

务。 

4. 政策建议 

1) 国家层面 
立法部门要加强立法。紧密关注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了解发展困境，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为

农业保险疏通发展难点，促进农业发展。重视农业保险对于我国三农问题的积极作用，继续完善已经出

台的政策规定，在未来的法律法规中明确其重要地位。 
政府要进行更好的服务与监管。加强顶层设计，对制度短板进行完善，建立更加完整的配套设施，

从而形成多方参与、风险共担的“全链条”农业保险风险机制，建立多元化农业保险政策体系，推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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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助力农业强国的建设[6]。加大宣传力度，对于偏远地区的推广需要更多的政府参与，链接保险

公司与农户。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对监管范围合理划分，形成统一的监管标准。 
2) 行业层面 
深度推进“保险 + 期货”模式。从八年前“保险 + 期货”作为试点项目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后，

其在施行的过程中效果显著。价格类风险是系统性风险，风险管理难度大，此模式的出现将保险公司承

接的农户价格风险转移至期货市场，不仅有利于农户更好应对市场风险，也使保险公司能有效转移自身

风险，更好地为农户提供保险服务[7]。要想持续推进此模式，各保险机构要找准自己的定位，监管部门

要达成一致共识，行业建立统一的执行标准。 
保险公司要创新基层人才培养及激励制度。基层保险经办人员与投保农户接触，其业务水平对农户

的投保积极性有直接影响，从而影响到保险的推广和发展。保险公司应当着眼于增加基层专业保险经办

人员数量，提高工资待遇，提升基层保险经办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还应当加强基层经办人员的服务意识，

设计标准化宣传服务话术，推动投保服务细致化、专业化，以提升农户的投保体验。 
3) 产品层面 
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开发特色农险产品。我国幅员辽阔，农作物种类众多，生态环境多样，气候条件

差异大，各地的特色产品种类繁多，不同地区的农业种养主体需要不同的农险产品以应对风险。如果照

搬其他地区农险产品可能会出现较大问题，不仅使农户的保障水平降低，也损害保险公司利益。开发特

色产品可以增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生产经营的支撑保障作用。 
提高产品设计科学性。完善农业保险价格确定机制，对农户生产实行差异化定价。摸索农产品期货

市场和历史平均价格定价方法，可用当地农作物的历史平均产量进行参考，结合农户的自然风险、收入

风险等因素，减少跨区域统一定价的做法。还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制定保额动态调整机制，

满足农户的多元化保险需求，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实现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双赢[8]。 
4) 技术层面 
加快科技赋能保险的脚步。建立农业保险信息线上管理平台，在便于政府部门管理与监督的同时，

便利了农户对投保、理赔等信息的获取。同时利用互联网等途径加大宣传，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

利用 AI 识别、无人机、遥感卫星等科技工具，使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的效率提高，实现人力资源的节约，

提高了准确性[9]。 

5. 结语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取得了显著成果。据全国农业保险数据信息系统统计，我国农业保险保

费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 1192 亿元，同比增长 23%。这一成果巩固了我国农险市场保费收入规

模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此次突破的背后，凸显出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政府

持续完善农业保险政策，推动农业保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这些政策举措为农户提供了坚实的风险保障。

据统计，2022 年，我国农业保险为 1.67 亿户次农户提供了 5.46 万亿元的风险保障。 
我国农业保险正在稳步实现对三大粮食作物全面成本保险及种植收入保险在 13 个主要粮食产区省

份的 826 个产粮大县的全覆盖。这一成就在确保粮食安全、稳定农民收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已相当广泛，但仍需持续拓展。特别是在产粮大县区域内，农业

保险覆盖面积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农户，我国农业保险正加快从“保成本”向“保收入”转型。这一转型意味着农

业保险将更加关注农户的收入保障，从而帮助农户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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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将不断优化，为农户提供更加全面、高效的风险保障。 
总之，我国农业保险在 2023 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农户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未来，我国将

继续深化农业保险改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助力农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实现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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