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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保险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

郑　军，　朱　京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农业保险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又是必须响应的新要求。
回顾１９８２年以来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遵循政府在农业保险经营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梳理出

农业保险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特征、成绩及不足，探讨不同阶段发展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为优化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搭建以

产品和经营模式创新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以及调整明确政府职能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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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未

来发展的重 要 工 程 之 一。２０１８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提出要加快多方位的农业保险体系，探索展开玉

米、小麦和稻谷三类农产品收入保险和完全成本

保险，落 实 乡 村 振 兴 战 略。２０１９年，中 央 一 号 文

件提出要扩大试点“农产品保险＋期货”和农产品

灾 害 保 险，探 索 试 点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农 产 品 保

险。① 作为保障“三农”的主要金融支撑手段之一，

农业保险已成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改革开 放 以 来，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不断产业

化、市场化、规模化，新型的农业主体不断出现，转
型中的现代农业激励着农业保险的发展。本文通

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保险的历史演变脉络，分
析各个时期农业保险的历史环境、特征及不足，以
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把提升发展与解决问题有机

结合，为优化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农业保险萎缩徘徊

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在商业性保险制度框架下进

行探索和试验的农业保险，与其“准公共物品”的

特性背离，农业保险的发展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

进展。此外，在这一段时期，政府虽鼓励保险公司

支农，但没有对农业保险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进
而出现农业保险萎缩徘徊的现象。

（一）早期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

脉络

１．计 划 经 济 体 制 下，农 业 保 险 稳 步 增 长：

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

１９８２年，国 务 院 在《关 于 国 内 保 险 业 务 恢 复

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提出试办农业保

险。②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人保”）从１９８２年开始试点农业保险，包括了全

国２９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此后我国农村保障

体系逐渐由国家救济转向农业保险，充分调动了保

险公司和农民的积极性。到１９９２年，在全国范围

内出现多种农业保险，农民投保率不断增大。１９９２
年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１０年来的最高点８．１７
亿元，占 全 国 财 产 保 险 保 费 总 收 入 的３．３８％；同

年农业 保 险 赔 付 率 为９９％，明 显 小 于１９８２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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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农业保 险 增 长 迅 猛。③ 各 保 险 公 司 充 分 借

鉴国外的优秀经验，不断探索适用于我国农业保

险的模式，农业保险的优势逐渐显现。然而，当时

的政府并没有对农业保险提供财政补贴政策，并

且农业保险分布的省份不均，发展的状态不够稳

健。在大多数年份里，农业保险基本是亏损经营

的状态［１］。

２．市场 经 济 体 制 下，农 业 保 险 市 场 萎 缩 徘

徊：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

１９９３年，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被 首 次 提

出，农业保险经历了一个重要转折。虽然当时政

府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各地农业保

险的试验屡遭瓶颈，有些地区甚至完全没有接触

到农业保险，这与我国当时整个保险业高速发展

的情况背 道 而 驰［２］。表１显 示 了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在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占

比情况。可 以 看 出，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农业保险保

费收入持续下降。这段时期，农业保险始终在商业

化的制度模式下经营，难以取得长足发展。并且政

府没有意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对农业

保险的发展进行政策扶持，农业保险缺乏充分发展

的条件，甚至一度陷入到萎缩倒退的困境里。
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农业保险和财产

保险保费收入及占比情况 亿元

年份 农险保费收入 财险保费收入 占比／％

１９９３　 ５．６１　 ４５７　 １．２３

１９９４　 ５．０４　 ３７６　 １．３４

１９９５　 ４．９６　 ４５３　 １．０９

１９９６　 ５．７４　 ５３８　 １．０７

１９９７　 ５．７６　 ７７３　 ０．７５

１９９８　 ７．１５　 １　２５６　 ０．５７

１９９９　 ６．３２　 １　４０６　 ０．４５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１　５９８　 ０．２５

２００１　 ４．１４　 ２　１０９　 ０．１４

２００２　 ４．７６　 ３　０５４　 ０．１６

２００３　 ４．４６　 ３　８８０　 ０．１２

２００４　 ３．９５　 ４　３１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５　 ７．１１　 ４　９３２　 ０．１５

２００６　 ８．４８　 ５　６４０　 ０．１５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二）农业保险萎缩徘徊的原因分析

１．政府对农业利益重视不足，“三农”问题弊

端严重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和Ｓｈａｗ在１９７３年提出的金融抑

制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金融 问 题［３］，中

国在改革 开 放 初 期 也 存 在 着 突 出 的 金 融 抑 制 现

象，致使“三农”问题弊端凸显。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期

间，政府优先发展工业，对农业保险没有实质性的

政策扶持。由于当时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致使商

业化模式的农业保险一直受制于工业化进程。这

时期政府缺位使得农民投保积极性不高，农业保

险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也无法达到平衡，农业保险

的发展一度陷入萎缩状态。［４］。我 国 的 市 场 经 济

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渐渐实施，但很多重要体制

仍保留原有的老旧模式，如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城乡二元结 构 体 制 等，这 些 旧 模 式 导 致 我 国“三

农”问题迟迟没有解决［５］。政府在这一时 期 本 着

农业保险商品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没有提供

相应的政策支持，任其在保险市场中自由生长。

２．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框架存在弊端

作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难以在商 业 性 的

制度框架下持续健康发展。商业保险公司因成本

经费有限，加上政府补贴甚少，致使农险业务一再

缩减，投 保 率 降 低，一 度 出 现 农 业 保 险 萎 缩 徘

徊［６］。１９９４年，人 保 顺 应 市 场 化 经 济 体 制 的 步

伐，开始向完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采取减少

保险业务人员，撤销管理分支机构，险种设计不断

商业化，减少保险责任等一系列举措，最终出现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持续缩减。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农业

保险开始出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但是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这４年内，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仍然是要求农业保险商业化［７］，这是农 业 保 险

萎缩发展的原因所在。

二、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政府加大扶持农业

保险

２００７年开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首次

提出预示着农业保险开始走上政府支持的道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期间，随 着 工 业 化 水 平 的 提 高，政

府对农业的重视度不断提高，为之后乡村振兴战

略的正式提出奠定了良好的政策条件。然而，农

业保险政策补贴的区域差异也随着各地区工业化

水平不一逐渐暴露。

（一）政府逐渐细化农业保险制度的要

求，农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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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保费补贴政策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２００７年开始，农业保险逐渐成为农业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具体规定了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同年，财政部决定在吉林、
内蒙古、新疆等６省拨款１０亿元，用于政策性农

险（针对种植业）的试点工作。此后，农业保险的

保障范围从原来的５种作物增加到几十种作物、５
种牲畜、２类森林和种子生产，从原来的６个省份

拓展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推出数百个农业

保险产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保险的

政策效应迅速扩大，其在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农

民福利和国民福利体系中的价值日益显现。历经

１０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２００６年的８．４８亿元

提高到２０１６年 的４１７．１２亿 元，农 业 风 险 保 额

２００６年是７３０多 亿 元，到２０１６年 已 增 加 到２．６
万亿元。农 业 保 险 覆 盖 全 国 各 省２００多 种 农 作

物，覆 盖 玉 米、水 稻、小 麦 三 大 粮 食 作 物 的７０％
以上。④

２．政府指导农险经营机构的经营管理

２００８年，中央政府提出拓宽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覆盖范围，财政部根据需要修改了农业保险补

贴模式，将试点项目扩大到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将补贴费用提高到了６０．５亿元。⑤ 同年，中央

一号文件指出：“要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和经营机制，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逐步形成农业

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

出：“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发展农村保险事

业，加速建设农业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和再保险体

系。”国家持续重视农业风险分担机制、再保险制

度和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引导着农业保险健康

发展。２０１２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保险条例》首

次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界定了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

的扶持政策。

（二）农 业 保 险 补 贴 政 策 的 地 区 差 异

凸显

１．工业化进 程 的 参 差 造 成 各 地 区 财 政 支 农

投入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完成了从农 业 大 国

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然而，工业化进程中的差

异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实力和收

入方面的差距大［８］。自实行分税 制 改 革 以 来，各

地区财政支农力度差距不断加大。第一，从财政

支农总量来看，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总量和人均农

业支持总量均最高，支农支出净额低于中西部地

区。第二，就农业财政支出强度来说，中西部地区

农业支持总额和净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高

于东部地区，但农业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

区。对比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相对位置，中西部

特 别 是 中 部 的 农 业 财 政 支 持 水 平 明 显 低 于 东

部［９］。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区域差异制约了农

业保险在各地区的推广和发展。

２．各地区财 政 支 农 投 入 的 不 同 致 使 农 业 保

险补贴水平参差不齐

２００６年，财 政 部 在《中 央 财 政 农 业 保 险 保 费

补贴试点管理办法》中提出将要在６个省份开始

试点政 策 性 农 业 保 险。２００７年，国 家 开 始 对 水

稻、大豆、玉米、小麦和棉花提供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由 中 央 和 省 政 府 分 别 承 担 农 业 保 险 保 费 的

２５％。２００８年，政府进一步扩大政策性农险的覆

盖 范 围，并 且 将 农 业 保 险 保 费 补 贴 比 例 提 高 至

３５％。到２００９年，全国已经全面实行政策性农业

保险。然而，由于地方财政实力差距大，不同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保险补贴的影响也不同。从

２０１１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来看，保费补贴比

例普遍 一 致，一 般 分 布 在７０％～８０％，但 地 方 财

政支农力度不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同一种

作物的保障水平有很大差异［１０］。表现为，经济越

发达，政策性农保所提供的保障金额就越高；在相

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保险的

保障金额 高 于 普 通 民 族 地 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中

国区域工业化进程中的差距导致了一些地区出现

农险财政资金缺口，拉大了各地区农险补贴政策

实施的差异。

三、２０１７年 至 今，农 业 保 险 制 度 不 断

创新

（一）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保险的创新

体系搭建了平台

１．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品种

积极探索农业保险新产品，能够加快 与 乡 村

振兴战略 同 步 的 农 业 保 险 改 革 进 程［１１］。近 年 来

各地积极推动创新保险产品试点，市场上逐渐出

现农业收入保险、农业气象指数保险等新型保险

产品。２０１７年，河南省首次出现稻谷、小麦、玉米

种植收入、准全成本、直接物化成本三种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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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吉林、黑龙江、上海等地试点大豆、稻谷、小

麦收入保险。到２０１８年底，全国共３１个省、直辖

市和自治区开展了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７２个农

险品种中涵盖了地方特色农产品、果蔬、农作物和

生猪这四大类。此外，６８个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已

经在全国２０个省份成功推广［１２］。农业产品创新

不仅丰富了保险产品“篮子”，扩大了保险需求，也
是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要求的具体表现。

２．创新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２０１６年，中 央 一 号 文 件 首 次 提 出 农 产 品“保

险＋期货”联合机制，之后全国各地积极展开试点

工作［１３］。截至２０１８年，全国２０个省份已经开展

了“保险＋期货”试点，大部分农产品都被纳入承

保范围之 内。当 年 开 展 的３２个 试 点 项 目 中，２８
个实现理赔，赔付金额达到４　０００万元。⑥ 同时，农
产品“保险＋科技”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空中摄影、遥感和其他现代化技术，不仅可以

预防和减轻损失，而且能够调查和确定损失，提高

理赔效率［１４］。此外，第 一 届“‘农 险＋科 技’研 讨

暨ＡＩ生物智能识别技术推介会”于２０１８年２月

１日在成都举办，平安产险和平安科技共同推出了

“农业保险＋科技”的新型服务模式。这一模式运

用多种前沿ＡＩ科技，在四大综合管理机制下服务

农业保险，能够更高效地服务于“三农”。这些新型

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

落实。

３．创新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现代化的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也在不断改革

创新。具体表现在：①“保险公司＋种子公司”模

式。这一模式既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也

激发了农民的投保意识。保险公司与种子公司平

等合作，扩大销量，实现双赢。②“新业态＋直接

销售”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客户目标是新型农村

经营业主，以实际需求为基础供给农业保险。直

销模式的建立有助于改善渠道控制，避免违规行

为的发生，降低了农险的交易风险。③“社会治理

＋农业保险”模式。这一模式发挥农业保险的优

势，引导农村经济产业发展，加强农村社会环境治

理。④“农业保险＋农村扶贫”模式。充分结合农

业保险准公共品的特殊属性，将扶贫工作融入到

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去，把小农户尤其是农村贫困

家庭作为目标客户，构建一个通用的农业保险制

度，促进扶贫战略的有效实施。这一系列新模式

能够很好地解决“三农”的主要问题，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具体落实垫定了良好的基础［１５］。

（二）现行农业保险制度在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时存在的问题

１．农业保险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农户日益增

长的保险需求

区别于以前的保险供给不足，现在保 险 机 构

矛盾日益暴露。表现为：农业生产经营经历的自

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效应愈加明显，在不同的阶

段农业保险可能出现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不同的

现象。农业风险的增加需要更丰富的农业保险产

品来减轻 风 险 损 失。到２０１７年６月，我 国 已 有

４２９．４万多个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但 农 业 保 险 的

专业经营机构数量较少，服务水平远远达不到与

需求相一致的要求，农业保险市场供不应求。此

外，在实施农业保险的各环节程序复杂冗长，并且

投保户的支付能力尚未达到溢价支付的水平，这

将导致一些保险公司参与程度低，农业保险面临

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

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１６］。

２．农业保险补贴方式单一，服务乡村振兴目

标不明确

不同于商业保险，农业保险的补贴方 式 主 要

是通过中央下发总体政策通知，各级地方政府依

次对各地区进行财政补贴。这一模式能够减轻农

户在农业保险保费方面的支出。但是，这一模式

很容易给地方带来一定的财政压力，使得投保户

和保险公司过度依赖财政补贴。例如我国中西部

地区受当地经济水平限制，这一模式明显拉低了

保费补贴效率。此外，各地区致贫因素的差异来

源于不同的农业产业和地理位置差异，进而导致

单一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无法精准落实到各个地

区，最 终 出 现 各 地 区 农 业 保 险 发 展 水 平 的 差 异。
单一的农业保险补贴方式导致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不够明确，自由式发放农业保险补贴资金难以精

准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１７］。

３．农业保险补贴实施范围较小，限制了乡村

振兴战略功能的发挥

２０１６年，财 政 部 颁 布 的《中 央 财 政 农 业 保 险

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中正式提出了各类农业保

险补贴政策。然而在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具体实

施过程中，除养殖业和种植业，其他大部分农产品

的相关农业保险受到的补贴较少，有些农产品甚

至从未享受到补贴政策。虽然我国的《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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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要求农业保险包括各类农产品和各类涉农

业务，包括农机设施保险、农房保险等，但显然目

前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并未涉及到农业的每一方

面。小范围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并没有起到良好

的激励作用，难以全面发挥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的优势［１８］。

四、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背 景 下 对 农 业 保 险

发展建议

自１９８２年 试 办 以 来，农 业 保 险 在 发 展 过 程

中，出现了供需不足、政府缺乏重视、财政补贴方

式单一、补贴范围小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助推器”，需要把提升发展与解决问

题有机结合。近几十年来农业保险的历史演变和

现行农业 保 险 制 度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存 在 的 问

题，为优化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一）建 立 健 全 多 层 次 农 业 保 险 保 障

体系

直接与“三农”挂钩的农业保险具备独特的优

势，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有助于精准解决“三
农”风险，从而精准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首先，
开发农产品保险“基本＋拓展”双模式，农业保险

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保障风险，更是要拓展到增

强农户的生活福利，如普惠性的农业保险目标就

是要实现“基本＋生计”的双重目标。其次，农业

保险的模式要适应当地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保

险公司在研发农业保险产品时，要充分调研各地

区的风险因素和困难程度，开发出符合实情的特

色农险产品和农险保障模式，积极防御各类自然

风险灾害，从而更好地保障农户的利益。最后，加
强农业保险信用风险管理模式。目前，“贷款难”
制约了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想法。积极将农村居

民信贷体系与农业保险相融合，构建综合的信贷

风险防控体系，从而更好地激发农户投保积极性。

（二）搭建以产品和经营模式创新为主

的农业保险制度

加快农业保险制度创新，要求农业保 险 要 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要求，要遵循解决农业

风险和保障农民收入这两个原则。首先，农业保

险要充分解读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政策要求，基

于市场实际需求提高经营效率，满足农户的投保

需要，不断开发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品

种，在最大程度上消除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
其次，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和越来越大的经营规

模为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创新带来机遇。如“新

型经营主体＋直销”模式、“种子公司＋农业保险”
模式、“扶贫＋农业保险”模式、“社会治理＋农业

保险”等多种经营模式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各类

优势，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带来新思路。

（三）调 整 和 明 确 政 府 职 能，充 分 发 挥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由于农业保险本身具备准公共品的 特 点，农

业生产同时受到自然环境和保险市场双方的影响

作用，因此它的经营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首

先，政府应强化在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主体责任担当意识，在制定农险保费补贴政策

时应减少农业保险的补贴区域差异化，创新农业

保险补贴方式，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具备的风险防

范、市场工具和乘数效应等功能。其次，强化农业

保险市场法制建设。政府要明确农业保险经营主

体的责任，加强农险市场监管，使得农业保险市场

朝着规范合理的道路迈进。最后，政府相关部门

要提升基础信息服务能力。政府财政部门要与保

险公司、银行加强沟通，调研多方实地情况，制定

精准的补贴政策。多部门的公共服务体系从多方

角度考察实际情况，避免了单方工作的效率低下、
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发生，从而精准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同时，要将现代化互联网技术运用到农业

保险的信息管理当中去。建立政府、农户和保险

经营机构的共同信息交流平台，实现农业保险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信息渠道化、多元化、共享化的

效果。

注　　释：

①资 料 来 源：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②资 料 来 源：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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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１３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Ｚｈｅｎｇ　Ｊｕｎ，Ｚｈｕ　Ｊ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ｎｇｂｕ　２３３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ｇｒｅ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
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ｎｅｗ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Ｂｙ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２，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ｂ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ｔｈｒｅ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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