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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再研究院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工作。自 2007 年开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在稳定

农业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

是 2019年发布《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后，我国农业保险持续提质增效，进

入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向农业保险强国迈进的新阶段。

一、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成效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保险作

为分散转移农业生产风险、降低农民灾害损失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保障力度逐渐增强、政策地位不

断提高、制度建设日益完善。

（一）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覆盖范围不

断扩大

一是保费规模跨越式增长。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

2007年的 51.84亿元增至 2023年的 1430亿元，增长了 26.58

倍，年均增长率 23.04%。其中，2020年保费收入 815亿元，

超过美国成为保费收入第一大国；2022年保费收入达到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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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首次跨越千亿元大关。毫无疑问，我国已成为世界农

业保险大国和最富活力的农业保险市场。二是扩面增品成效

显著。目前我国三大主粮保险的整体投保覆盖率已达 80%左

右，较 2018 年提升了近 20%。与此同时，地方特色农产品

保险覆盖品种和规模也在扩大，保险标的数量从 2018 年的

272种增加至当前 500多种，中央补贴险种保费收入占全部

保费收入的比重从 2018年的 80%下降至当前的 2/3左右，地

方特色农产品保费规模占比明显提高。三是服务领域不断拓

展。各地在发展“小农险”的基础上，不断向涵盖涉农财产、

人身和责任等产品的“大农险”扩展（庹国柱，2024），还

有各种“农业保险+”产品在实践中不断涌现。

（二）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提升，损失补偿效果明显

一是保障水平大幅提高。2023年，农业保险为农业提供

风险保障约 5万亿元，覆盖农林牧渔总产值的 31.4%，是 2007

年的 13.6倍。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实现了从“物化成本”到“完

全成本和种植收入”的跨越，每亩保额从 525元提高到 1125

元左右，保障水平从亩产值的 40%提高到亩产值的 80%左右。

二是深度密度目标超预期完成。《意见》提出了 2022年农业

保险深度和密度要分别达到 1%、500元/人的目标，2022年

深度和密度分别达 1.38%、690元/人，明显超过预定目标；

2023年深度和密度进一步提高到 1.59%、874元/人。三是损

失补偿效果凸显。2023年农业保险赔付率已接近 80%，分别

较 2018年、2007年提高了约 6%、17%。农民受灾后，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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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的各种赔偿补偿救济中，农业保险赔款是最快的，农

民参保体验显著提升。如河南“烂场雨”灾害中，农业保险

赔款 26 亿元，是政府救灾资金的 5 倍多，且从查勘定损至

赔付资金到户只用了 7天时间。

（三）农业保险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成为国家支农惠农

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农业保险，政策关注程度和

推动力度不断提升。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农业保险一定要搞好”。2022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健全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

体系”，在中央层面把农业保险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保险工作提出四条具体要求，相关表

述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新要求。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

经过多年实践发展，农业保险越来越成为我国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的重要内容，也越来越成为农业支持保护的重要抓手。

（四）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发力，长效发展机制逐步形成

制度建设和政策机制的逐渐完善，是我国农业保险服务

质效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据初步统计，2020年以来中央层

面相关部委共制定出台 30 多份和农业保险直接相关的政策

文件。各地也积极印发相应配套制度，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农



— 4—

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有力推动了农业保险政策的落地

实施。农险经营机构遴选和评价制度、承保理赔经营规则、

大灾风险分散管理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出台推动我国农

业保险长效发展机制逐步形成，其中农业再保险制度的不断

完善是一个重要方面。2020年，为解决我国农业保险风险抵

御能力不高、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国务院批复设立中

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再），标志着

我国农业再保险进入了“政府主导”新阶段。全球著名评级

机构 A.M.Best（2021）认为中国农再的成立给中国农业保险

市场带来变革，增强了保障农业风险的韧性。

二、农业再保险在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业再保

险——“保险的保险”这一工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为行业提供了坚实的大灾风险保障。面对呈多发频

发态势的农业灾害风险，我国再保险市场积极作为，为直保

公司提供稳定持续的再保险保障和服务。如中国农再聚焦农

业再保险主业，实行“约定分保和市场化分保”相结合

的业务模式，2021—2023年累计提供风险保障约 3万亿元，

在应对 2023 年河南“烂场雨”重大灾害中，第一时间为农

业保险承保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援，有效缓解了其赔

付压力，展现了国有专业农业再保险公司的政治担当。同时，

中再产险等再保险公司也提供了个性化保障维度的超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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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等灵活多元的再保支持和风险保障。

二是政策性再保险有效稳定了国内行业供给。世纪疫情、

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对全球保险市场造成冲击，2022年全球

主要保险机构总体资本减少 30%左右，主要再保险公司不得

不通过退出合约、减少承保线条、承保覆盖率以及平衡整体

投资组合来大幅重塑其运营战略。在艰难的国际保险再保险

市场环境下，中国农再发挥市场主渠道作用，以约定分保机

制为主的再保险供给模式为直保公司提供了持续再保险

支持，稳定了我国农业再保险市场价格，政策性再保险作

用彰显（中国农再研究院，2023）。

三是对推动行业创新规范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再保

险机构通过对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农业发展现状及历史损失

等信息的掌握和调研，针对性地创新解决方案，扩展保障范

围。如中再产险研发了高标准农田专属保险产品，通过保险

手段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风险保障。

第二，农业再保险机构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和专业优势，瞄准

国家战略需求，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如中国农

再积极发挥支农惠农政策智库作用，每年组织开展重大政策

问题系列调查和专题研究，获国务院领导同志和相关部委负

责同志批示数十项，部分转化为国家政策，为完善农业保险

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我国农业保险再保险的发展趋势和展望

尽管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但整体而言“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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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存在诸如制度体系不健全、精细化程度不够、规范

性不强、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意见》和新“国十条”精神要

求，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农业保险再保险的发展有如下趋势：

一是我国农业保险将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我国农业保

险近年来实现了“量”的跨越式增长，已成为世界农业保险

大国。在新发展阶段，为推动加快完成《意见》2030年基本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标要求、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跃进，

应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实现发展方式由数量扩张到稳量提

质、运营方式由粗放到精准、服务方式由传统到现代、功能

类型由单一到复合等转变（袁纯清，2023）。

二是精准投保理赔成为农业保险新的工作重点。投保理

赔不精准问题是农业保险行业的顽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这是一

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是加快高质量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新阶段可探索从以下方面加以突破：第一，依托科技力量和

涉农大数据共享，加快建立健全行业数据共享机制，夯实精

准投保理赔的基础。第二，加大调查研究，推动农业保险标

准化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保险条款。

第三，加强协保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开展相关技能培训，提

升其服务水平，夯实农业保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和数据采集

的第一步。

三是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体系建设更为迫切。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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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风险越来越极端和频繁，我国风险应对能力有待提升，

农业保险行业自身风险也在积累，对建设农业保险大灾风险

分散体系的需要十分迫切。一方面要发挥中国农再在优化完

善我国农业再保险制度中的核心作用，强化约定分保机制政

策工具的作用，平衡稳定区域风险和主体风险，同时也要充

分发挥利用好商业再保险市场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动建

立全国统筹、中央与地方共建共享的大灾风险基金，分步有

序推进国家农业保险大灾基金入轨运行，建立起“保险+再

保险+大灾风险基金”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体系。

四是农业保险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将持续加强。为进一

步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质效、更好实现政策目标、推进由“大”

到“强”的转变，必须持续加强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一方

面要继续落实《意见》要求，发挥好国家农业保险工作小组

作用，健全运行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统筹规划、协同推进

农业保险工作。另一方面要健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体系，推

动根据新态势新需求调整修订《农业保险条例》和加快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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