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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保险在广西政策性农险产品中的开发及应用研究
蒋芳莹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产品，指数保险因其能够有效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逐渐得到重视，尤其是指标触发理赔的机制可

以大幅降低查勘定损费用，更好地发挥风险管理功能。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政策性农险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保障民生，为农业可持续发

展保驾护航。本文从指数保险在农险产品中的应用出发，研究分析指数保险在广西政策性农险产品中的开发及赔付情况，对下一阶段农

险产品的创新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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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数保险的原理及应用场景

（一）指数保险的原理和特点

指数保险为这三十年兴起的保险。“指数”通常指的是表征

某一灾害强度的数据指标，例如地震的震级烈度，台风的风力等

级等。指数保险的赔付机制一般会被设计为“不赔或全赔”：当

出现某种自然灾害，触发了指数保险中的指数，赔付金额为保险

金额；没有触发指数保险中的指数，赔付金额为零。此外，指数

保险的赔付机制有时会被设计为线性赔付或者分层赔付。最早出

现的一款指数保险产品是由瑞士再保险公司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末为日本的一家保险公司设计的巨灾债券，把日本东京区域出现

地震震级设计为触发条件。此后，指数保险进一步应用到地震、

暴雨、洪水、台风、干旱等各种气象灾害保险中，有效地转嫁了

巨灾风险。

与传统保险对比，指数保险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抑制逆向选择和人为道德风险。指数保险设置的赔偿

指标公正、公开、透明，使得投保人不能因信息壁垒获利，从而

有效降低了逆选择和人为道德风险。第二，指数保险更具科学性。

指数保险在理算中运用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数据科学、

客观、合理，不因人为主观意志影响，确保指数保险合同的科学性。

第三，基差风险。指数保险虽然具备多种优点，却具有基差风险，

导致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产生的实际损失和指数保险理赔金额有

差距。

（二）指数保险的应用场景

和常规的传统保险相比，指数保险没有查勘定损环节，一旦

触发了指数保险中的指数，即可进行理赔支付，让指数保险在非

常多的领域得到运用。

指数保险的应用场景通常有四个。第一是针对理赔时效要求

较高的场景。第二是常规传统保险产品无法满足投保人的需求。

如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中断损失保险、控制承保区域企业的企业

财产险以及一些农业保险。第三是常规传统保险无法定损的一部

分灾后重建费用。如因道路堵塞导致投保人采购的原料价格提升；

机器设备搬迁的超额费用；自然灾害对个人工作生活的影响等。

第四是被保险人因自然灾害产生的资产负债表（非物质损失部分）

冲击。如台风等恶劣天气导致区域经济受到损失；地震导致房地

产开发商的商品房降价等。

（三）指数保险产品的触发机制

财产保险及农业保险的巨灾领域应用指数保险最为广泛，不

同险种的触发形态也各式各样。比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 地震。地震常见的触发机制有两种。第一种为震级触发，

采取如中国地震局等政府机构对外公布的地震震级和震中位置作

为触发参考数据。第二种为实测烈度触发，触发参数为距离被保

险标的较近的地震观测站的实测烈度。

2. 强风。强风常见的触发机制也有两种。第一种为实测风速

触发，将保险标的附近气象站的实测风速作为触发参考数据，常

用于水产养殖行业。第二种为报告风速触发，将国家的气象机构

发布的台风路径以及近中心最大风速作为触发参考数据。瑞士再

保险公司为多国设计过这类保险，包括 2016 年在我国广东省开展

的财政风险巨灾指数保险项目。

3. 洪水。洪水指数保险目前依然存在较多的技术堵点，由于

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洪水指数保险无法用单一的指数触发。目前

比较常见的是运用卫星观测到的淹没范围大小作为触发参考数据

的洪水指数保险。

二、指数保险在政策性农险产品中的应用

（一）天气指数保险产品

天气指数保险是将一个或几个气象条件（如气温、降水、风速）

等对标的物的损害程度指数化，每个指数对应一定的农作物产量

和损益指标，保险合同以这种指数为基础设定理赔触发值。从理

论上看，天气指数保险可以减少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传统农业保

险的缺陷，降低农业保险的运营成本。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农业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6—2015

年，中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平均达到 21.8%，

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达10.92%和2.65%。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提出“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探索天气指数保险

等新兴产品和服务”“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等，从保障社会民生

的战略高度确定了巨灾保险和天气指数保险的地位。2007 年，上

海率先推出梅雨天气强度指数保险；2011 年，江西为蜜橘开展了

低温冻害指数保险；2014 年，黑龙江为农作物种植开展了干旱、

霜冻等气象指数保险；2015 年，海南为橡胶开展了风灾指数保险，

新疆为棉花开展了低温气象指数保险；2018 年，山西为梨种植开

展气象指数保险。到 2021 年，我国的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达到百余

种，涉及各个省份，可见指数保险在政策性农险产品中实现了广

泛应用。

（二）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产品

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指对因经济环境、自然灾害等因素引起

农产品实际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指数的损失给予赔偿的一种创新型

农业保险产品。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导致农户收入不稳定，

降低了农户开展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实施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

有利于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提高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

程度，进而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截至 2021 年，我国价格指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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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标的上已经扩展至生猪、蔬菜、地方特色农产品等百余种。

（三）“保险 +期货”产品

“保险 + 期货”产品是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一种创新，将两

种理财产品结合在一起，让保险与金融衍生工具共同发挥平摊风

险，达到锁定价格的作用。“保险 + 期货”产品指农业经营者或

企业为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向保险公司购买期货价格保险产品，保

险公司通过向期货经营机构购买场外期权将风险转移，期货经营

机构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的业务模式。

我国的“期货 + 保险”模式是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动下于

2015 年首次提出，并于次年开始由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

易所相继开展试点项目。该模式试点 5 年多以来，已形成较成熟

的运作模式，“保险 +期货”试点连续 6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2016 年，太平洋财产保险联合安信农险，探索出“保险 + 期

权”模式，研究出了可同时保障蔗农和糖厂在生产成本上升和国

外低价糖冲击双重影响下造成的损失的新型糖料蔗价格指数保险。

该新型保险产品把糖料蔗价格补偿与食糖市场价格联系起来，高

效降低了糖价的波动风险。至此，将“保险+期货”“保险+期权”

模式相结合，成为价格指数保险发展的新方向。

三、广西政策性农业指数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承保理赔情况

广西属农业大省，农作物、畜禽养殖等种类繁多，分布广泛。

近年来，广西农业保险以服务广西农业现代化及乡村振兴为重点，

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提标、赠品、扩面。

（一）广西政策性农业指数保险产品的开发

“十三五”期间，围绕广西“10+3”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及“一

县一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广西开发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从不足

20 余个增加到 60 余个，其中，中央险种由 7 个增加到 12 个，包

含水稻、水稻制种、糖料蔗、马铃薯、玉米、花生、油菜、能繁母猪、

育肥猪、奶牛、公益林、商品林；中央财政对地方特色农产品保

险奖补试点险种，广西纳入了全国第一批 10 个试点省区，目前有

糖料蔗价格指数保险、肉牛价格指数保险、水果（含柑橘、芒果、

龙眼、荔枝、葡萄、火龙果、猕猴桃、百香果）价格指数保险；

广西壮族自治区险种有香蕉、烟叶、林木种苗、油茶收入保险、

桑蚕、肉鸡、肉羊、对虾、牡蛎风力指数、珍珠贝风力指数等 10

个；广西市县险种有月柿、田七、砂糖橘果实、砂糖橘价格指数、

茉莉花降雨指数、葛根、橘红、金钱草、天冬、蛋鸡、猪饲料成

本价格指数、竹鼠等 30 余个。保险类型由单一的物化成本保险发

展为“物化成本 + 租金成本”、天气指数、价格指数、收入保险

等多种保险类型，为不同保障需求的农户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

大大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抵御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

的能力。

2021 年，广西累计新增 10 余个地方特色险种，至此广西农

业保险品种已达 80 余种，基本覆盖了主要的农林牧畜渔产业，有

力支持了地方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如对虾风力指数保险、金

鲳鱼养殖风力指数保险、沙田柚种植气象指数保险、林业碳汇保

险等实现试点落地。推进油茶收入保险、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沃

柑收入保险等实现扩面，推动保险保障由“保成本”向“保价格”“保

收入”不断升级。

（二）广西政策性农业指数保险产品的承保理赔情况

“十三五”时期，广西农业保险实现快速发展，保障金额、

保费规模、理赔金额、投保农户数、财政投入资金、在全国的地

位等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提升。2020 年，全区农业保险风险保障总

金额达到 1700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83%，排位由全国中等水平

上升到第 6位；保费规模达到 25.16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近 3倍，

排位由全国下游上升到第 14 位。农户投保户次从 2015 年的 222

万户次增加到2020年的774万户次更多的农户纳入风险保障范围，

更多的农户从农业保险中得到了理赔保障。2016—2020 年，全区

农业保险累计向 329 万户次受灾农户支付保险理赔 50 亿元，理赔

金额是“十二五”时期的 5倍，其中 2019 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全区生猪养殖户获得保险理赔金额达到 13.2 亿元，有力地保障了

生猪养殖户利益，对全区生猪保供稳价起到了一定作用，进一步

提振了养殖户信心。2016—2020 年，广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共安排 63.98 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 32.16 亿元，

广西各级财政共安排 31.82 亿元。“十三五”期间共争取的中央资

金是“十二五”时期的5.1倍，远超全国平均增幅，增幅居全国前三；

争取中央资金占全国的比重显著提升，由 2015 年的 2.5% 上升到

2020 年的 4%。在财政部 2020 年首次开展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

保险资金绩效评价中，广西以 92.50 分获得全国第一。

据广西财政厅初步统计数据，2021 年广西农业保险保费规

模 36.64 亿元，同比增长 45.63%，增速居全国第三。农业保险为

773.97 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1719.70 亿元，农业保险累计

理赔支出 21.03 亿元，受益农户 80.64 万户（次）。

从单个保险企业来看，太平洋产险广西分公司 2021 年共开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 35 个，覆盖全区所有设区市，累计提供涉农

（种植、养殖）风险保障约 353.88 亿元，累计赔款 2.97 亿元。政

策性农险承保涉及农户数量72.75万户次，保障金额186.89亿元，

赔款支出金额 3163.07 万元，受益农户 3.24 万户次，极大地发挥

了经济补偿功能，促进了再生产能力的恢复，有效保护了农村生

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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