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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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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广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的研究对于推动广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研究首先

对广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现状进行分析并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随后运用DEA模型对广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效率进行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广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但其效率仍有提升的空间。基

于此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为优化广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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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现状

近年来，广西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投入了高度

关注，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不断优化和完善财政补贴政

策。这些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保险市场的繁荣与增长。

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在持续改进的同时，补贴力度亦逐年增

强，为农民提供了更为坚实的风险保障体系。补贴覆盖的

品种范围亦不断扩大，目前已基本覆盖广西地区所有主要

农作物及养殖项目。随着补贴比例的逐步提升，农民参与

保险的经济负担显著减轻，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与保险的

热情与积极性。此外，补贴模式亦在创新中不断演进，从

最初的单一政府补贴模式，逐渐转变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

多元合作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不仅为农业保险的持续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进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多元化与可

持续发展。

2　广西农业保险补贴存在的问题

补贴范围仍需进一步扩大。尽管补贴品种已覆盖广西主

要农作物和养殖项目，但仍有一些新兴农业产业和特色农

产品未能纳入补贴范围，这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全面覆盖和

保障作用[1]。补贴比例存在不合理之处。不同地区、不同

品种的补贴比例存在差异，导致农民在参保时面临不同的

经济压力，影响了参保的积极性和公平性。补贴方式较为

单一，缺乏差异化。目前主要采用直接的财政补贴方式，

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导

致补贴效果有限。贴宣传力度有待提高[2]。尽管政府和相关

部门在推广农业保险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宣传力度和广

度仍有待加强，部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和了解仍然不

足。补贴监督体系不健全。在补贴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缺

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难以确保补贴资金的合理使用

和补贴效果的实现。

3　广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效率分析

3.1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研究基于DEA模型对财政补贴效率进行分析，故选取补

贴额、补贴额占农历水事务支出的比重作为投入指标，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人均农业保费收入、农业保费收入占农

业GDP的比重、农业保险的佩服水平、农业保险撬动赔款支

出额和农业保险撬动风险保障额作为产出指标，数据来源

于《广西统计年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保险行业协会[3]。

3.2基于DEA模型的财政补贴效率分析

研究对2021-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农业

保险财政补贴资金进行效率评价，评价结果如表所示。

通过DEA模型分析发现广西各地级市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

效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4]。部分城市补贴资金使用效率较

高，能够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表明这些地区的

补贴政策实施得当，资源配置合理。然而，也有部分城市

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低，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反映

出这些地区在补贴政策执行、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不

足。进一步分析发现，补贴效率较高的城市通常具备较为

完善的补贴监督机制，能够确保补贴资金的合理分配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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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同时，这些城市还注重农业保险产品的创新和科

技水平的提升，通过引入先进的保险技术和产品，提高了

农业保险的保障能力和吸引力，从而带动了农民参保的积

极性。相比之下，补贴效率较低的城市在补贴监督机制、

产品创新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5]。一些城市补贴资金的分

配和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导致资金浪费和效率低

下。此外，部分城市农业保险产品单一，缺乏针对性和差

异化，难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影响了参保意愿

和补贴效果。

地区 2021 2022 2023 均值

南宁市 0.757 0.65 0.319 0.575 

柳州市 0.641 0.539 0.273 0.484 

桂林市 0.707 0.55 0.469 0.575 

梧州市 0.848 0.39 0.29 0.509 

北海市 0.812 1 0.362 0.725 

防城港市 0.892 0.749 0.924 0.855 

钦州市 0.956 0.722 0.522 0.733 

贵港市 1 0.719 1 0.906 

玉林市 0.273 0.761 0.212 0.415 

百色市 0.863 0.393 0.275 0.510 

贺州市 0.917 0.573 0.306 0.599 

河池市 1 0.937 0.334 0.757 

来宾市 0.902 0.553 0.258 0.571 

崇左市 0.577 0.614 0.158 0.450 

4　政策建议

4.1完善产品创新、增加农业保险科技水平

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前沿科技手段对保险

产品进行深度设计与优化，并对风险评估模型进行改进。

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更精确地识别和评估农业风险，进而

为农户提供更符合其实际需求的保险产品。此外应鼓励保

险公司增加研发投资，推动农业保险产品的持续创新，以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需求与挑战。通过实施这些措施，

有望提升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确保农户在遭

遇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时获得充分的保障。最终，这将有

助于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确保公共资金能够更有效

地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2完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监督机制

为了确保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有效利用，必须建立健

全的监督机制。这包括加强补贴资金的审计和监管，确保

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同时，建立农业保险的信息

共享平台，实现保险公司、政府部门和农户之间的信息共

享，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补贴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问

题。此外，还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农业保险财政

补贴的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为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

科学依据。通过这些措施，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财政

补贴的使用效率，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的稳定

发展。

4.3探索建立多层次的财政补贴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应探索建立多

层次的财政补贴体系。这一体系可以包括中央、地方和农

户三个层次的补贴。中央政府可以提供基础性的补贴，以

确保农业保险的基本覆盖面；地方政府则可以根据当地的

农业发展情况和农户的实际需求，提供额外的补贴，以进

一步提高保险的保障程度；同时，鼓励农户自身也参与到

保险体系中来，通过自筹资金等方式，增加保险投入，提

高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这样的多层次补贴体系，既可以

保证补贴资金的充足性，又可以提高补贴的针对性和灵活

性，从而更好地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4.4加强政策宣传，提升农户的参保意愿

政府应加大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渠道

向农户普及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可以组织专题

宣讲会、发放宣传资料、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广泛宣

传，使农户更加了解农业保险的作用和投保流程。同时，

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建立农业保险

信息平台，及时发布保险政策、理赔案例等信息，提高政

策的透明度和农户的参与度。通过加强政策宣传，可以有

效提升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和参保意愿，从而推动农业

保险的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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