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神州速览
责编：邱海峰 邮箱：hwbjjb@163.com责编：邱海峰 邮箱：hwbjjb@163.com

2022年6月21日 星期二

成为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国家

“去年年中一场大暴雨过后，我种的124亩早稻严重
倒伏，加上因稻瘟病受损的106亩，当年种稻谷蒙受的天
灾损失不小。”回忆起2021年7月15日的暴雨，江西省遂
川县雩田镇种粮大户郭唐生印象深刻。

幸好有政策性农业保险，郭唐生拿到了41400元理赔
款。“每亩保费20元，我自己只需掏1/4，其余由各级财
政承担。如果稻谷遇天灾造成损失，每亩最高可理赔400
元。”郭唐生说。

如今，农业保险“安全网”织得越来越牢，农民面对风
险有了底气。遂川县水稻种植保险承保机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2021年，全县范围内有2.16万亩受损水稻获保险赔
付229.6万元，相关投保农户得到了及时赔付，充分体现
出农业保险灾后损失补偿作用。

什么是农业保险？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农业
风险有哪些。农业生产的收益约等于收入减去成本。其
中，收入主要由价格、产量两大因素决定，成本则包括物
化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和灾害事故等造成的损失。
上述因素的波动都属于农业风险。农业保险，即保险公司
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保险标的遭受财产损失承
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为什么要发展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据介绍，这是考
虑到农业易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影响，农业保险出险概率较
大，农户参保意愿较低，承保机构组织经营效益不高，纯
商业性质的农业保险难以持续，需要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
支持。此外，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代替直接补贴，也能在世
贸组织规则的框架下，对农业生产实施合理保护。

近年来，中国农业保险体制机制日益完善。2007 年
起，中央财政为农业保险投保农户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
拉开了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序幕。2021年，中央财政拨
付保费补贴 333.45 亿元，带动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
965.18 亿元，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4.78 万亿元。目
前，中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农业保
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

同时，财政部等部门采取多种举措，不断加强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今年初，财政部修订出台《中央财
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优化大宗农产品保费补
贴比例体系和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政策，促进承保机
构降本增效，确保农业保险政策精准滴灌。《办法》 提
出，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应当公平、合理拟订农业保险条款
和费率，保险费率应当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综合费用
率不高于20%。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办法》明确了
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20%这一“红线”，将促进农
业保险承保机构降本增效。

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农业保险“保”哪些领域和品种？
据了解，目前中国农业保险已基本形成了以成本保障

型产品为主，产量保险、收入保险和指数保险等各类创新
性产品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体系。从粮食作物、
特色农产品到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品，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障网覆盖面越来越广，各地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

今年以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许多养殖户一度很
发愁。在浙江宁波，政策性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给生猪养
殖户吃下定心丸。该险种以保险生猪在约定周期内国家
发改委监测发布的“预期盈利”为参照，当“预期盈利”的
平均值低于 0 时启动理赔，单头生猪最高亏损赔付额为
1000元。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宁波是浙江省
首个全面推行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城市。该市推行的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政府保障力度大，保费由市县两级财
政补助65%，在约定理赔方式上也比同类产品创新。“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为养殖主体解决后顾之忧，保护了宁波

生猪优势产能，可谓‘雪中送炭’。”宁波市生猪产销协会
会长闻尧祥说。

同时，农业保险在从保成本向保收入转型，从保生产
环节向保全产业链条扩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主任刘新立
介绍，中国农业保险近年来积极探索由“保成本”向“保收
入”过渡，并在不同地区开展不同种类的准收入类保险试
点，主要包括完全成本保险、价格保险等。

其中，试点价格保险的地区已扩展至 31 个省区市，
品种包括粮食、蔬菜、生猪和地方特色农产品的4大类共
50个品种。2018年，内蒙古、辽宁、山东等6个省份、24
个粮食主产县开展小麦、玉米和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
试点期为3年。2021年，财政部会同有关方面，在13个粮
食主产省份的产粮大县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今年，按照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稻谷、小麦、玉米三
大粮食作物主产省产粮大县将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全覆盖。在重庆，万州、黔江等27个产粮大区（县）今
年起开展稻谷、玉米、马铃薯3种主要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
险，预计财政补贴保费1.11亿元，保额将达到30亿元。在山
西，财政部门在推进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
点的同时，继续扩大现有中央及省级政策性险种的保障覆
盖面，并鼓励引导县级特色农业保险发展。

此次糖料蔗、大豆等作物纳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保障范围，受到种糖料蔗、种大豆的农民欢迎。

与传统的物化成本保险和价格指数保险相比，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优势颇多。完全成本保险覆盖了物
化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等全部生产成本，可保障自
然灾害、重大病虫鼠害、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毁损等风
险，提高了对农作物单位面积收入 （或产值） 的保障程
度；种植收入保险能够同时保障价格、产量双因素波动，
保障更全面、更易触发理赔，将大幅提高投保蔗农所获赔
偿金额。

完善“保险+期货”，发展农业再保险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保险发展作出多项部署。完
善“保险+期货”模式、发展农业再保险，正成为中国农

业保险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
在创新农业风险转移模式方面，优化完善“保险+期

货”模式被寄予厚望。
刘新立介绍，中国此前的“保险+期货”试点主要为应对

农产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风险。“保险+期货”的试点区域涵
盖东北三省、新疆、河北、海南等20多个省（区、市），品种范
围包括玉米、鸡蛋等农产品。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农户向保
险公司购买作物价格保险，当作物预期价格低于约定期货
结算价格时，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进行赔偿，降低其因价格
下跌可能导致的收入损失；同时，保险公司通过购买看跌期
权而将价格风险进一步转移到市场。

“这类保险保障因产量下降或价格下降或二者同时造
成的农作物收入损失，通常保障相当于历史单位面积收
入的65%至70%左右。应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这一
模式，为农户提供更多的稳定保障。”刘新立说。

在完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方面，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要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再保险。

面对烈度高、影响范围广的自然灾害，农业再保险如
何分散风险？“保险作为市场化金融方法，其成功运行的
基础是大数定律，面对区域农业灾害风险缺乏独立性的情
况，需在横向上扩大分散范围、纵向上延长分散链条。”
刘新立说。

2020年，为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财政部和8家金融
机构发起设立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来，
该公司整合农业大灾保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
点，构建起坚固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制度。2021
年，该公司与35家农业保险承保机构签署再保险标准协
议，承担行业20%的农业风险保障，保费规模超过190亿
元，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近1万亿元，服务农户1.88
亿户次，全面增强中国农业再保险的保障能力和韧性。

“农业再保险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在全球气候变化
的背景下，对农业大灾风险未雨绸缪。通过再保险机制
做好分散农业大灾风险损失的准备，从而缓冲农业大灾
对国家财政的冲击，承担起市场化农业灾害风险管理的
关键职能。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与再保险的政策，对于农
业风险分散的可持续非常重要。”刘新立认为，未来应整
合各类数据资源，探索资本分配模型基础上的最优再保
险模型，使再保险的风险转移功能建立在科学合理、多
方共赢的基础上。

今年以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持续扩围——

农业保险为农民撑起防护网
本报记者 汪文正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师 、
研学旅行指导师、民宿
管家……近日，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
公示 18 个新职业信息，
颇具时代感的职业令人
感叹“变化真大”。

自 2019 年人社部重
启新一轮新职业发布以
来，已陆续发布过 4 批共
56 个新职业。专家表示，
这些新职业大多顺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尤其
体现在家庭教育、养老、
环保等方面。

此次发布的 18 个新
职业分别为：机器人工
程技术人员、增材制造
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安
全工程技术人员、退役
军人事务员、数字化解
决方案设计师、数据库
运行管理员、信息系统
适配验证师、数字孪生
应用技术员、商务数据
分析师、碳汇计量评估
师、建筑节能减排咨询
师、综合能源服务员、
家庭教育指导师、研学
旅 行 指 导 师 、 民 宿 管
家 、 农 业 数 字 化 技 术
员、煤提质工、城市轨
道交通检修工。

据了解，新职业大
致可分为三类：机器人
工程技术人员等在数字
经济发展中催生的“数字
职业”；碳汇计量评估师
等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发
展 目 标 要 求 下 涌 现 的

“绿色职业”；家庭教育
指导师等在新阶段新理
念新格局和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中孕育的新职
业。人社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公示的机器
人工程技术人员、增材
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职
业，均是参照 《数字经
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
类 （2021）》 进行界定
的。“对数字职业进行标注，是我国职业分类工作的
重要创新，对推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具有重要意义。”该负责人说。

新发布的职业中，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职业一
度冲上热搜，引发不少网友关注并热议：“家庭教育
指导很有必要”“教家长如何教育孩子，非常支
持”……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出台实施和“双减”等政策的推行，确
立从事家庭教育和研学旅行指导人员的职业属性、
界定职业工作任务等很有必要。基于此，专家和有
关部门提出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研学旅行指导师2个
新职业。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康丽颖介
绍，中国向来有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家风的传
统。近年来，国家倡导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
之“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教育的需求加大，
诸多因素催生了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一新职业。

新职业的发布具有怎样的意义？
根据日前发布的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就业

问题尤受关注。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
人，首次突破千万，毕业生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
高。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徐明
认为，新职业的诞生无疑打开了更多就业“风口”。

“自由的工作状态、将兴趣与职业融合、提供实现个
人价值的舞台——新职业具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各种
因素。”徐明说。在此背景下，以新职业为代表的新
就业形态加速发展，对于增加就业数量、提升就业
质量和优化就业结构，都有积极作用。

新职业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打着“短
期速成”“官方认证”等新职业资格名义的培训市场
乱象也时有发生。下一步，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制定新职业标准，指导培训机构依据国家职业
标准开展培训。同时，积极稳妥推行社会化评价，
由经人社部门备案的用人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评价
活动。

人社部表示，将由评价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
评价认定合格的人员颁发证书。获证人员信息纳入
人才统计范围，获证人员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
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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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卢国良、吴志良） 今年以来，义乌
市委组织部 （市直机关工委） 积极开展“双建争
先·共富有我”主题活动，综合集成机关、农
村、城市、两新、国企等领域党组织资源和力
量，着力构建10个以上多跨协同共富党建联盟，
倾力打造一批机关党建推动共同富裕优质项目。

金融办机关党支部率先试点，推出“党建引
领·金融共富”十条举措，凝聚金融共富合力。

“我会用手机银行了！”刚学会在手机银行上处
理资金业务的苏溪镇蒋宅村蒋大伯兴冲冲地在
微信里给儿子留言。“我们着力打造‘咚咚孝义
家园’金融服务项目，为老年客户做好服务。”
义乌农商银行蒋彬彬副行长介绍，截至目前，

“咚咚孝义家园”金融服务平台已累计推出免费
金融课程超 4000 小时，让更多老年人学会聊微
信、发定位、打网约车，增强投资理财、防金
融诈骗意识。

“原来快递只送到镇上，三天两头要往镇里
跑，现在能在村里收快递真是太好了。”赤岸镇
石城村的村民冯女士兴奋地说。市场发展委直属
机关党委针对单一快递公司进村成本高的难题，
牵头邮管局、邮政公司和各镇街构建“农村电商
共富”党建联盟，聚力打造“邮快共配”乡村电
商物流新模式，破解物流“最后一公里”瓶颈，实
现义乌全境快递 24 小时送达的快速物流圈。在

“农村电商共富”党建联盟的推动下，串联全市94
个快递“空白村”的共配邮路全面打通，快递收寄
效率提升一半以上。

义乌市委组织部 （市直机关工委） 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指导有条件的机关基层
党组织以组织共建、活动共办、发展共谋、资源
共享、人才共育等形式牵头或参与共富党建联盟
建设，共同擦亮义乌“义起共富、城乡融合”这张
党建名片。

义乌机关党建联盟助力致富共富

5 月初，财政部等部门宣布将广西糖料
蔗纳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5 月
底，财政部明确自 2022 年至 2024 年在内蒙
古、黑龙江开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
收入保险试点。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容
提速，帮助农民抵御自然灾害，也进一步
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国 家 林 业 和
草原局数据显示，
中国已建立602处
湿地自然保护区、
1600 余处湿地公
园，湿地保护进入
规范化管理轨道。
图为 6 月 15 日，安
徽省合肥市庐阳
董铺国家湿地公
园景观。

骆先洋摄
（人民图片）

▲ 今年以来，山东省加快推动三大粮
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省
内落地，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图
为6 月14 日，在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鑫浩
园家庭农场，农民驾驶拖拉机进行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作业。

赵玉国摄（人民视觉）

▶ 浙江省温岭市大力实施订单良种奖
励、稻麦生产政策性保险等粮油生产补贴政
策，稳定早稻面积，保障粮食安全。图为6月
11日，在温岭市东浦农场，农民抢抓农时施
肥壮秧，助力水稻丰产增收。

徐伟杰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