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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庹国柱看来，新时代对中国农险有了更重要的定位：它不仅是产业，更是国家战略，要
更好地发挥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和让农户稳收增收的重要作用。

文  |  马力

庹国柱：大国农险激荡 40 年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

装自己的粮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9

月 25 日在黑龙江省考察时提出的。仓廪实，天

下安。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重要基础，是“国之大者”。

我国幅员辽阔、四时不同，自然灾害多发

频发，加之存在各类市场风险，使得农业保险

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农业保险是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

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赔偿保险。

可以说，它撑起了粮食生产的“保护伞”，是

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就相关话题，《英大金融》专访了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保险系博士生导师、农村保险研究

所所长庹国柱教授，以这位中国农业保险发展

的见证人和推动者近 40 年的亲身经历，回顾大

国农险之路。

结缘农业保险
“自 1982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中央政策

的支持下，拉开了改革开放后农业保险试验的

序幕，至今已有 40 年，从无到有，从最初 23

万元保费的市场到如今近千亿元规模，其历经

了恢复发展、逐步萎缩、制度探索、高速发展

四个阶段。回顾大国农险激荡的 40 年，作为一

位农业保险试验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见证了

它的兴衰和起伏，看到了初露端倪的辉煌，不

免心潮澎湃。”庹国柱在北京家中的书房里对

笔者说。

书房里摆放的《中国农业保险和社会保险

制度研究》《庹国柱农业保险文集》《“三农”

保险创新与发展研究》《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

题研究》《保险经济学》《国外农业保险：实践、

研究和法规》《中国农业保险研究》等书籍格

外醒目，它们记录着中国农险的发展史以及庹

国柱教学与研究的心路历程。

“中国农险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早在 20 世

纪 30 年代，我国就开展过农业保险的试验。50

年代，为了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能力，我国

通过保险公司大规模开展了农业保险业务，但

这个期间保险公司考虑到大数法则——买农业

保险的农民越多，保险经营越稳定，同时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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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的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找我，说总公

司要求发展农业保险，他们不太熟悉农业经济

和农业保险，邀请我一起参加对农业保险发展

问题的研究。自此，他们把我这个当时对保险

还一无所知的农业经济学教师带进了农业保险

这个新领域，也开启了我的保险研究和教学之

旅。”

从某种意义上，与农险结缘可以说是庹国

柱的命中注定。1944 年出生在陕西汉中的他，

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在陕西的商洛地区政府

所在地商县当了将近 10 年的通讯干事，做的就

是农村通信报道工作，被称为“土记者”。“回

忆起那一段乡土岁月，我与老乡同吃、同住、

同劳动，有事同商量，一个村一蹲就是一年半

载。”庹国柱感慨道，“1970 年到 1979 年那

10 年的农村工作经历，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

好向政府交代，就出现了很多强迫购买保险的

事件。到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有观点

认为都是由国家和集体做保障，那还要什么保

险？这一年，不仅农业保险再度停办，全国的

保险业都停摆了。”庹教授细数农险的历史。

1982 年 2 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

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

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八亿农民服务，是必

须予以重视的一个新课题。”虽然当时的政策

只是鼓励保险行业积极支农、为农民分忧，并

没有其他特殊的政策，但这标志着中国农险进

入了恢复发展阶段。

庹国柱与农险研究结缘也正是在这个时

期：“1984 年，供职于中国人保陕西分公司

的好朋友焦玉杰处长和孙胜元先生，到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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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和精神财富，特别是看到那些为了摆脱饥

饿、一年到头在田地里辛劳的农民们对生产粮

食的渴望、对灾害的恐惧，甚至受灾后在地头

的嚎啕痛哭，都让我的心灵受到了猛烈的撞击。

这也是我学习农业经济，继而进入农业保险研

究与教学领域的动力源泉。从 1984 年开始，初

步懂得了保险可以给受灾农民以充分经济补偿

的道理后，我就逐渐地爱上了这个在当时还很

少被关注的研究领域。”

庹国柱研究农险的头 20 年，农业保险在商

业保险制度框架下的试验并不顺利。由于农业

保险的经营风险较大、成本较高，屡屡发生超

赔，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多数年份都是亏损的。

特别是 1996 年，作为试验主力军的中国人保公

司开始向商业化保险公司转型，农业保险跌入

低谷，业务范围大幅萎缩，其承保的农作物面

积和畜禽数量大幅减少，多地经营陷入困境。

到 2002 年，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不足 5 亿

元，经营此类业务的公司仅有 2 家。此时，本

来规模就不大的农业保险更加无法满足农村发

展和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了。

“我的研究就是跟随中国农险试验的脚

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几年，农业保险的发展处于低潮时期，

这十多年间不少人不愿意研究了，试验失败，

再试验再失败，这还有什么研究劲头啊？但我

并不是这样考虑的。研究的意义是，我们要找

到经验和教训，找寻一条成功之路。即使坐冷

板凳，我也不在乎。”

源于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即使孤军奋战，

庹国柱也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农险之路！

上下求索 
农业保险是成本高、风险大、费率高的一

类财产保险。财产保险费率多在万分之三到万

分之五，也就是交 5 元钱最多能获赔 1 万元，

但是农业保险交 5 元钱，最多获赔 100 元钱，

和 1 万元有 100 倍的差距，也就是说农业保险

比一般财产保险要贵 100 倍。农民埋怨保费高，

但保险公司做了就赔本。农险要想在中国成功，

路在何方？

“这本书把农险在中国探索和创新的过程

全都记录下来了，从 1982 年农险恢复到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一共 22 年，我始终不停

地调研、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农业需要、农民

需要、国家需要，但是这个事就做不起来？”

他翻开《庹国柱农业保险文集》对笔者说。

起初，庹国柱研究在中国人保内部全国分

公司出现的各种各样制度创新，可谓五花八门。

“当时在商业保险框架里，有的地方是和县政

府联办，保费一边一半，发生赔款后，也各赔

一半；有的地方保险公司切块单独立账、单独

核算，如果有盈余，保险公司不提取，放在账

里滚雪球，遇到大的灾害就拿这个专款进行赔

付；还有的地方设计了一个机制，农民自己搞

互助保险，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只收取一定

比例的承保、理赔代办费。”即使这样，农民

仍不喜欢农业保险，保险公司仍然赔钱赚吆喝，

这是为什么？

于是，庹国柱又把研究视角扩展到了全世

界，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考察了全世

界的农业保险才知道，全球的农业保险费率都

在 2%～ 15%。在这么高的保费、那么少收益

的条件下，哪个农民愿意买啊？”1991～ 1993

年，庹国柱为此申报了一个课题，作为访问学

者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专门研究全球的农

业保险制度。

“去国外一考察才豁然开朗，其实美国早

期跟我国走的路子是一样的，也没有走通。自

19 世纪初，做农险的美国保险公司没有一家成

功，甚至 1920 年以后，美国的农业保险彻底没

有了。经历 1929 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后，罗斯

要平衡好农民需
求、政府补贴、
保险公司经营三
个方面，才不会
让农业保险陷入
市场失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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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不是组织形式，而是农业保险经营

性质，是商业性还是政策性。全世界百年农险

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中国要想发展农业保险，

要想取得成功，纯商业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

也要走政策补贴之路。也就是说，没有政府的

大力支持，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支持，农业保险

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庹国柱笃定地说。

迎来政策的春天 
“如果我们要为农业保驾护航，要把 14 亿

人的饭碗端牢，就必须提供风险保障，而且必

须是政策性保险，这是国家战略。”中国农险

人经过 20 年的不懈求索，终于迎来了农险的春

天。

在庹国柱看来，200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逐步建

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作为重要政

策，标志着我国的农业保险开始走上制度探索

的轨道，也为后续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打下了重

要的制度基础。

2004 年可谓农险新试验的破冰之年。从这

一年开始，农业保险出现在了中央一号文件里；

这一年，上海安信、吉林安华、黑龙江阳光等

第一批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相继诞生；跟随几

家新公司的脚步，庹国柱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农

业保险如何走出困境。三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

新的历史起点。

2004～ 2007 年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持续提到“政策性农业保险”；国家“十一五”

规划、2006 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都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要求；

直到 2007 年，财政部根据中央的政策指导意见，

第一次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列入财政补贴

预算科目，并制定补贴办法，开展了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的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走上了“政

策性农业保险之路”，也将我国的农业保险推

福政府在1934年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调查团，

发现农业还是必须要有保险的，这关系到国民

经济的稳定，于是，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

在 1938 年诞生。私人保险不愿意去做怎么办，

就由政府补贴来做，因此美国成立了联邦农作

物保险公司。”

要平衡好农民需求、政府补贴、保险公司

经营三个方面，才不会让农业保险陷入市场失

灵状态。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期间，庹国柱还

对农险的精算平衡定价做了深入的研究：“1939

年美国只给农民补贴 30% 的保险费，结果很少

有人买，直到 1980 年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只有

30% 多。到底补贴多少，农民才愿意参加？通

过研究和逐步加码，美国一直把纯保费补贴提

高到 60%，管理费全部补贴，相当于政府补贴

了整体保费的 80%，这时就有 80% 多的农民买

保险了。这个试验过程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政

府补贴的比例才稳定下来。”

当笔者问到“互助保险历史悠久，是当今

世界保险市场重要的形式之一，为何农险不主

要采用这种组织形式”时，庹国柱答道：“我

考察过法国的农业保险，例如拥有百年历史的

安盟保险，就起源于法国早期农民自发创立的

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但是互助保险有个特点，

就是合作社只保特定的险种，像冰雹的灾害险，

它符合大数定律。在农村有说法叫‘冰打一条

线’，这条线多宽很难说，但它也是在局部发

生 , 不像洪水、旱灾导致大片受灾。我也考察

过德国农业保险的历史，德国为什么曾经有很

多冰雹合作社？因为几个村落就能组成一个合

作社，农作物被冰雹打击了以后，这个合作社

可以给予很高的赔付。迄今，日本的政策性农

业保险也是农业保险合作社经营的。在我国的

国情条件下，合作保险、相互保险也允许参与

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要的经营组织还是商

业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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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2007 年之后的 15 年中，我国农业保险业

务在众多保险经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

充分的发展：普通的保险业务扩展到广阔的保

险保障领域；单一的农业保险供给延伸为综合

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基本的保障功能赢得了各

层面广泛的社会认可。农业保险项目由最初的

5 种作物扩展到数十种作物、5 种牲畜和两类森

林等；开展区域扩大到全国所有省、自治区、

直辖市，推出的农业保险产品也有几百个。

《在江淮的田野上——国元农业保险公司

的发展足迹》一书记载了庹国柱在这个阶段深

入农险一线调研的进程：“国元农险给我提供

了一个研究的基地。作为独立董事，我不但研

究了国元‘农险 + 投资’的互动创新模式，还

在这片田野上看到了中国农险涉及农机具、农

房、农民意外保险等领域更广袤的发展空间。

此外，我还一直致力于研究构建农业保险特有

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制度’，推动农业

再保险的发展。”

呼吁农险立法
中国农险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环境？我国法

律在农业保险领域长期保持空白，阻碍了农险

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庹国柱不遗余力地呐喊

与推动。

“1995 年《保险法》出台，专门载有一条，

就是‘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

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庹国柱一直期待中国的《农业保险法》能够出

台。

终于在 2012 年，我国第一部《农业保险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对农业

保险的制度条款做出了初步设计。农业保险结

束了部分地区的试验，按照《条例》确定的基

本规则，在全国普遍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庹

国柱发现《条例》主要是针对农业保险经营和

保险双方当事人的监管规则，恰恰没有关于各

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农业保险活动中的行

为规范。

为此，庹国柱希望通过研究并发声来推动

《条例》的完善。2013 年 9 月 27 日，上证报在《上

证观察家》栏目全文刊发了庹国柱撰写的《农

险中的政府行为存在监管真空》，还将他的另

外几篇文章的观点缩编在《农险寻租：不得不

说的故事》中，用整版的篇幅进行呈现。

“对于这些有力度的报道，监管部门非常

重视，先后组成联合检查组到各地检查，对于

遏止有损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调

研和检查，不仅查处了一些严重的寻租问题，

也查处了不少利用虚假承保、虚假理赔、虚假

费用套取国家财政补贴的案件。”庹国柱谈到

此处，颇感欣慰。

在庹国柱看来，新时代对中国农险有了更

重要的定位：它不仅是产业，更是国家战略，

要更好发挥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和让农户

稳收增收的重要作用。中国一年划拨给农业的

直接补贴有 2000 多亿元，但是撒胡椒面的方式

补贴效果并不好，也起不到风险保障作用。农

业保险通过发挥其再分配的功能，在普惠的保

费补贴原则下，可以使遭受灾害的农民得到比

较充分的成本和收入补偿，就可以恢复农业再

生产，这是农业直接补贴做不到的。

“农险是乡村振兴的守护者。我希望在

不久的将来，中国不管是大农户还是小农户，

90%～ 95% 都能参加农险；农险提供的风险保障

将达到 65%～ 80%；标的将覆盖主要农林牧渔

生产和农业财产，市场规模在现有基础上再提升

2～ 3 倍……农业保险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必将会

创造出新的、更大的辉煌。”在这位和蔼的老人

心中，大国农险梦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作者系本刊访谈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