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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业保险新模式

罗学兰 南国婷 段建新

重庆三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重庆万州 404000
摘 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如何保障农民的利益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其过程

中，“保险+期货”作为我国金融支农的重要创新，对农户实现增收起着关键作用。如何应对现阶段社会背景下诸多原因所导致的期货

市场与保险市场所产生的各类矛盾，合理解决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为了促进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而更好的实

现乡村振兴。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户需要解决收入问题，而通过“保险+期货”这一方式保障其获得收益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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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eni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and taking the road of quality rejuvenation of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

ar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ow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insuranc

e + futures", a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support for farmers, plays a key role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How to deal with th

e variou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futures market and the insurance market caused by many reasons in the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and reasona

bly solve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stable growth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to b

etter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untry's vigorous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armers need to solve the income

problem,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nsure their income through "insurance +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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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1.1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要求农业有着新发展，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能够为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这就需要农业保

险的推波助澜。“保险+期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产

物，乡村振兴战略也将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在实践上取得初

步成效。近年来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纷纷成立起来为地方政

府提供助力；同时随着金融市场与农村改革不断深化推进，我国

保险+期货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越来越越受到重视，将期货

市场与保险业两者有机结合能够实现对农村地区的有效保障作

用。

1.2农产品“保险+期货”运作机制

农产品“保险+期货”具体产品种类较多，可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开展相关业务。在农产品 "保险+期货 "的

实际操作，通常涉及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期货公司、商品交易

所、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等多个主体，其运行机制是：保险公司

为农户设计保险产品并确定保险理赔的金额，利用期货市场工具

转嫁保险理赔风险。具体来说，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向保险公司

购买按照期货合约定价的保险产品，转移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

险。如果农产品现货价格上涨，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可以依据产品

行情赚钱；如果现货价格下跌，便触发了农业保险理赔条款，农

业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获得保险赔付。同时，期货风险管理公司还

通过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交易。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大型农业

企业和期货公司也可以利用期货合约对冲自身的风险，获得多重

保障[1]。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保险+期货”发展现状

“保险+期货”是指将保险与期货两种金融工具相结合，在

期货市场中购买农业保险，并利用期货市场提供的套期保值功能

进行风险管理的一种创新金融服务。它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农业“保险+期货”模式的示范带

动下，各地方政府积极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工作。农产品价

格波动风险管理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2.1国内发展现状

以“保险+期货”为题是我国近年来研究的的一大热点，众

多学者相继展开了研究。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在辽宁省义县实

施首个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以来，等相关方面都在积极参

与“保险+期货”试点推广[2]。2016年以来，“保险+期货”逐渐

成为帮助降低我国农业生产风险的重要工具[3]。而就我国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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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来看，要想充分发挥“保险+期货”这一模式在促进农

村经济稳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通过总结不同

地区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

索完善“金融扶贫”机制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2.2国外发展现状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期货和期权市场起源于美国。美国的“保

险+期货”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农产品保险模式，是其农业保险发

展历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农业

领域推广“保险+期货”的模式，为农户提供农产品价格保险和

收入保险服务。多年来，北美市场一直保持着绝对的领先优势，

在2014年之前一直主导着全球市场。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金融

危机和更严格的监管，北美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增长已经放缓，但

市场份额依然保持小幅提升。目前，期货交易所的跨国并购正在

从以欧美为主的地区（由于商业化程度高，监管理念相似）向新

兴国家扩展。除跨境并购外，相互参股、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

成立新的跨境公司、跨境联网、平台交流等也成为期货交易所实

现市场一体化和互通有无的常见国际化手段。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保险+期货”的问题

3.1期货市场发展落后，交易品种有限

对于 "保险+期货 "的模式，期货市场必须有配套的产品。

首先，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交易体系、制度建设和配套政策相对落

后[4]。其次，期货种类较少，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价格风

险管理功能难以有效发挥。非标准化的合约交易在场外市场进

行，会增加保险公司的交易成本，降低其参与期货市场的积极

性。最后，如果 "保险+期货 "的规模继续扩大，相应的交易规

模也会扩大
[5]
，是否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买家和卖家将是一个重

要的制约因素。值得深思的是，一旦价格和收入保险的规模扩

大，目前的期货市场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风险。

3.2现货与期货之间存在基差风险，农户收益难以保障

“保险+期货”模式主要是指以期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和理

赔，在实际情况下，对于基差波动较小的农产品，农民可以得到

更多的现货价格风险保护，但对于一些基差波动较大品种，期货

保险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可能存在偏差，使得农民在现货价格遭

受较大损失时，无法获得更高的补偿。在实际操作中，不排除出

现现货价格大幅下跌，而期货价格小幅下跌的情况，将导致农民

得不到补偿，现货销售亏损。对于大型商业企业、龙头企业和专

业合作社来说，如果投保后出现亏损，会影响他们对 "保险+期

货 "的理解和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3.3“保险+期货”参与机构较多，导致违约风险增加

如果增加参与 "保险+期货 "模式的机构数量，将对保险市

场的资本流动和风险转移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巨大的违

约风险。在 "保险+期货 "模式下，相关公司的业绩和承担风险

的能力将对最终的赔付结果和整个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保

险公司可能由于在面对自然或人为灾害时无力支付巨额赔款而违

约；对于期货公司来说，由于其规模较小，在与保险公司的谈判

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且由于场外期权不受监管，期货公司在这种

情况下可能选择违约。此外，农民和农产品加工商可能会因为无

法完成最初的采购订单而违约，这将给期货公司带来巨大风险，

这可能导致更多的违约[6]。与最初的农业风险相比，如果不妥善

解决这一模式导致的一系列违约问题，保险+期货模式的实施及

其延伸可能导致农村金融崩溃的整体可能性增加。

3.4跨行业融合创新，监管难度加大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跨行业融合创新趋势明显，由于实行时

间很短，目前害在探索阶段，因此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的管理方

法和实施流程。从监管主体来说，由于监管主体多、范围大，很

可能出现监管盲区和漏洞；从分管机构角度来看，该模式需要各

级相关部门的配合，由于分管机构过多，导致众机构很难理清自

己的职责并协调统筹工作，使得难以系统实施。随着期货市场的

风险加大，农业保险将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影响正常的农业保

险业务。虽然 "保险+期货 "可以减少农业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

响，但也会导致风险加大，监管难度增加[3]。

四、“保险+期货”助力乡村振兴的原因

4.1为农民提供了新的风险管理工具

从目前的农业生产环境看，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在不断增

加，对农业生产的威胁在逐渐加大。但是，在众多的自然灾害

中，一般以干旱和洪涝最为常见，所以需要未雨绸缪。具体来

讲，以旱灾为例，旱灾指土壤水分含量过高且无法及时排出导致

作物无法正常生长或产量严重降低的现象。除了旱灾外，洪水也

是影响农作物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各地区均遭遇各类灾

害，农业损失十分惨重。因此农民对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需求

也越来越大，但传统的保险产品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对灾害风险管

理的需求。

4.2通过期货市场功能，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和管理风险的功能，通过价格发现功

能，可以为农产品市场提供较为准确的参考数据。首先，在农业

生产的前期，农户通过“保险+期货”锁定农业生产成本。在农

业生产的过程中，随着种植规模和种植面积的扩大、农药化肥等

投入品价格上涨、天气因素等变化都会增加农业成本。如果这些

成本没有被完全对冲掉，就会造成较大的亏损，影响农户继续扩

大生产。其次，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

“保险+期货”可以对冲风险并引导农户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

来规避市场风险。

4.3保险公司可以分散农民种植风险，实现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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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农户购买价格险和收入险，保险公司一方面提高了农

户对价格波动的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期货市场对农

户的覆盖范围。在“保险+期货”项目中，首先是收入保险。在

保险期间内，如果农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或市场价格下跌的损失，

农户就可以根据保单中约定的价格或赔付比率获得一定比例的赔

款。一般来说，该赔偿是根据农产品的正常产量和目标价格进行

计算；其次是收入保证险。当农作物因自然灾害或市场价格下跌

等原因造成产量下降时，农户可以按照合同约定获得赔付。因

此，农民通常可以获得一个保底的收入，即使他们遭受自然灾害

或市场价格暴跌等原因导致他们未能实现预定目标，他们仍有机

会获得补偿。

4.4“保险+期货”是金融扶贫的有效途径

保险+期货 "模式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

力，通过采用收入保险的形式对农业进行新的风险管理，并将多

样化的风险转移给市场主体。在当前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程度

低、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稳定等现实情况下，通过引入现代

保险理念和金融工具，优化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供给结构，有助

于推动我国农村保险业的发展。通过引入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

多方力量，“保险+期货 ”模式为农业产业提供了稳定的价格风

险管理工具。

五、“保险+期货”促进乡村振兴的对策

5.1加强政府扶持，推动“保险+期货”的农业试验

目前，全国各地农业“保险+期货”的试点工程都得到了政

府的补助，但这些都无法弥补各地“保险+期货”试点所带来的

费用。纵观保险业，“保险+期货”的试点，总体上是保费规模

不大，而“保险+期货”的试点，都是由农民自行承担，因此，

保险公司能够获得的保费收入少之又少。目前，我国农村经济主

要依靠家庭农场等规模经济型企业，但农民的收益不稳定，抵御

风险的能力差，如果用国家补助来补偿农民的风险，就会造成农

民的经济压力。因此，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补助

的方式，鼓励农民参加“保险+期货”计划。

5.2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的发展与农产品“保险+期货”项目密不可分，目前来

看，我国农业还比较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

的发展实施。现阶段我国在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还存在着规模

小、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等问题。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农产

品“保险+期货”项目应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大力推

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通过与现代科技进行有效结合与推

广，实现基于科技的农产品保险精准化定价、科学化管理以及智

能化推广等目标。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7]。

5.3注重应用风险管理技术，促进农民增收

由于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产品价格频繁波动，

农业生产面临较大风险。“保险+期货”项目可以通过场外期权

的方式对冲风险，为农民提供了更灵活多样的风险管理工具。通

过场内期权进行套期保值，可以避免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

损失，如农民在遭受损失后可以选择进行再投资或者把资产转移

到其他投资产品众，以弥补损失。这是对期货市场的补充，有助

于促进期货市场长期稳定发展。

5.4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虽然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限制，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将

其与期货市场的功能发挥相结合，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由

保险公司主导，缺乏专业人才和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因

此，发挥金融机构作用对于“保险+期货”模式在我国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六、总结

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8]
。在此基础

上，国内大量研究人员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

究，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由于各地区的自

然环境、社会发展、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研究者采用的

研究方法不同，最终结果不尽相同，但仍说明许多因素对农业保

险需求产生了影响。此外，还存在着样本量和覆盖面小，数据的

科学性和关键解释变量的定义有疑问以及缺乏可靠性等问题。具

体来说，改进研究方法和最终确定研究对象，可以作为今后进一

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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