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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世界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对粮食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利用金融

创新工具应对天气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为了解天气指数农业保险

的需求情况，对河北省正定县和灵寿县４０个行政村的４００个农户进行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一旦爆发天气灾害，大多数农民依靠储蓄、抵押贷款、紧急贷款、社会援助或亲属救济来

恢复灾后生产与建设，但很多农民已经表示了对天气指数农业保险的极大兴趣；对那些熟悉保

险的农户和容易遭受洪涝和干旱天气的农户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证明了这类群体对于天气指

数农业保险的兴趣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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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０９年 国 际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公 布 的 第

四次评估报告显示，未来２０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量将增 加２５％～９０％，全 球 将 以 每１０年 大 约 升

高０．２℃的速度变暖。气候变暖会直接导致水分

蒸发旺盛，干旱和洪涝等极端天气会更加频繁发

生。据慕尼黑再保险统计，全球发生的气候灾害

已从１９８０年 的 不 足４００起 上 升 至２０１０年 的

１　０００多起。我国是气象灾害多发地区之一，受干

旱天气影响的耕地面积超过了３０万ｋｍ２，占耕地

总面积的２４％以上。２００４年，我国东北地区发生

了严重干旱天气，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在长江流

域和黄河流域却屡屡遭受洪涝灾害。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长江就 发 生 了５次 洪 水，２００３年 黄 河 也 发

了洪水。２００８年，我国南方数十省份遭受历史罕

见的冰冻灾害，波及耕地面积１４．３万ｋｍ２，１．９７
万ｋｍ２ 耕地 颗 粒 无 收。这 些 极 端 天 气 给 农 业 生

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农业保险是农民应对气象灾害时有效的风险

转移工具。２００４年，政府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建

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并在一些地区对特定农产

品进行了试验，之后几年的政府一号文件都提到

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如今，政策性支农保险适应

了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抵押品不足、风险多样的特

点，得到全面推广。
中国耕地面积 约 为１２１．７万ｋｍ２，人 均 只 有

１．４１亩。美 国 有 耕 地１９７．４５万ｋｍ２，人 均 耕 地

面积９．６亩。以上的数字对比说明美国可以选择

大农业发展模式，我国的现实条件是走小农经济

发展道路，而传统的农业保险的特点之一是小农

经营比大农业承担了更高的管理成本。为了降低

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保险成本，指数化保险产品便

应运而生。天气指数保险的偿付并不是基于实际

损失而是天气指数，而天气情况与损失是高度相

关的，所以实质上这类保险的理赔也考虑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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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１］天气指数保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得 到 了

比较好的施行，比如印度、埃塞俄比亚、马拉维等。
为了弄清我国农民对于天气指数农业保险的需求

特点，以推行最适合我国国情民情的产品，下文将

对河 北 省 正 定 县 和 灵 寿 县４００个 农 户 进 行 调 查

问卷。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调查区域

河北省正定县和灵寿县地处太行山 东 麓，山

前冲洪积扇的中上部，为山前倾斜平原。根据中

国气候区划分类，这两个地方属于东部季风气候

区，温暖带半湿润区，为大陆性气候。主要气候特

点是：四季 暖、寒、干、湿 分 明，水 热 同 季，降 雨 集

中，旱涝频繁。春季，受蒙古高压和海上高压及西

来低压槽影响，天气多变，干燥多风；夏季，印度低

压笼罩我国大陆，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前部东南

和西南暖湿气流控制，天气炎热多雨，如遇冷空气

相交绥，即可形成大雨或暴雨，年际降水变化大，

旱涝差异显著；秋季，东南和西南的暖湿气流逐渐

衰退，干冷的西北气流重新加强，气温迅速下降，

天气晴朗凉爽，初秋阴雨较多；冬季，受较强的蒙

古高压与冷气团控制，天气寒冷，干燥少雪，有事

强烈寒潮暴发，造成大风降温，偶尔也伴随降雪。

这一地区出现的气象灾害是旱涝灾害、连阴雨天

气、风雹灾、雪灾。［２］

（二）抽样调查

需求评估问卷设计了经过认真选择 的２０个

问题，正是对这些调查问卷的整理得到了原始的

需求评估数据。如表１所示，正定和灵寿的人口

数量分别为４４万和３２．７万，家庭数量分别为１０
万和７．５万。向４００个农户进行调查问卷等于是

选择了一个样本容量为４００的随机样本。样本的

置信区间长度为４，置信水平为９９．５％。在 统 计

方法允许的基础上，为了统计上的方便，本文在调

研的４０个行政村中，每个村选择了１０个农户参

加问卷。正定和灵寿共有行政村４５３个，４０个行

政村是通过计算人口比例产生的。如表１所示，
正定的人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为５７．３６％，灵 寿 人

口比重为４２．６４％。因此，４０个行政村中有２２个

来自正定，１８个来自灵寿。

表１　所计样本的人口与家庭数量

地区 人口 百分比／％ 家庭 百分比／％

正定县 ４４３　３６９　 ５８　 １２０　４０１　 ６５

灵寿县 ３２４　５１２　 ４２　 ６３　１９１　 ３５

合计 ７６７　８８１　 １００　 １８３　５９２　 １００

　　注：家庭 数 量 满 足 置 信 区 间 为４、置 信 度 为９９．５％。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年河北统计年鉴。

三、调查问卷分析

（一）农户风险认知

在调查问卷中，当被问及面临的两项 主 要 风

险时，有２１．５％的 农 户 选 择 把 洪 涝 当 做 首 要 风

险，３７．８％的农户把干旱当做首要风险，６．４％的

农户把雪灾当做首要风险。其次，有２８．５％的农

户认为洪涝是排在第二的风险，把干旱视为第二

风险的占２４．５％，８．６％的 农 户 把 雪 灾 视 为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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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户提供的首要与次要农业风险

从图１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调查农户 认 为 面

临的主要农业风险排名是干旱、洪涝、虫害。

（二）降水量的不稳定性与农业生产损

失的关系

在调查问卷中，涉及到了降水不均衡（比如有

的年里降水过多，有的年里降水过少）造成的收成

损失占农业损失总量的百分比。在４００个调查问

卷中，有３１．８％的农户把生产损失完全归因于降

水的因素。只有不到１％的农户的生产损失与降

水无关。６７．２％的农户将一半以上的损失视为是

由降水导致的。

（三）降水均衡性调查

在调查问卷中，涉及到了当地降水是 否 稳 定

的问题。有５３份问卷显示农户认为各年降水均

衡，不 存 在 降 水 多 寡 的 问 题。占 问 卷 总 数 的

４１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６卷　



１３．２５％。９２份问卷显示农户认为降水基本上不

存在明显的波动，占问卷总 数 的２３％。２１２份 问

卷显示农户认为降水在各年的分布是严重不均衡

的，占 问 卷 总 数 的５３％。其 余１３份 调 查 问 卷 没

有得到明确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降水稳定性调查表

类型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稳定的 ２１２　 ５３　 ５７．３

比较有规律 ９２　 ２３　 ２４．９

非常有规律 ５３　 １３．２５　 １４．３

不知道 １３　 ３．２５　 ３．５

总计 ３７０　 ９２．５　 １００

　　（四）农户的风险应对策略

在调查问卷中，涉及到了农户应对主 要 农 作

物和牲 畜 遭 受 损 失 的 办 法。总 结 成 以 下 三 级 策

略。一级策略中，１７４名农户寻找进城务工机会，
占４３．５％。１０９名 农 户 从 亲 朋 好 友 处 借 钱，占

２７．２５％，７３名农户动用储蓄，占１８．２５％。３０名

农户降低食物消费水平，占７．５％。１４名 农 户 降

低医疗支出，占３．５％。１１名农户变卖家中财产，
占２．７５％。二级策略中，有２５５名农户选择从亲

朋好友 处 借 钱，这 一 比 例 高 达６３．７％。其 次 有

１０７名农户 降 低 消 费 水 平，占２６．７５％。再 次５２
名农户降低医疗支出，占１３％。（比例相加不是１
因为还有农户选择其他方式，见本段最后一句）三
级策略中，有３００名农户没有任何作为，占７５％。
其余农户大都选择了变卖家中财产。［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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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农户风险应对的三级策略

　　（五）农户对天气预报的认知

调查问卷中，涉及了天气预报的准确性问题。
如下表所示，８３．２％的农户认为天气预报是可信

的，其从事农业生产参照天气预报；只有１．４％农

户不相信天气预报，从事农业生产不会考虑天气

预报的结果；剩下的１５．４％的农户表示有时会参

照天气预报来安排农事，有时不会考虑天气预报

的结果。［４］

表３　农户的天气预报信任度调查表

信任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可信 ５　 １．４　 １．４

有时可信 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六）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

在调查问卷中，涉及了农户认知农业 保 险 的

程度情况。当被问及是否了解农业保险并曾购买

过农业保 险 时，得 到 了 以 下 答 案。如 表４所 示，

１０．７％的农户表示几乎没听说过农业保险这一事

物；３２％的农户除了猜测字面意思以外，并不了解

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和现实意义；５７．３％的农户

接受过一定保险知识宣传，懂得基本的保险概念；

１９％的农户现在或曾经购买过农业保险。

表４　农户认知保险程度表

认知程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知道 ４０　 １０　 １０．７

略知一二 １１８　 ２９．５　 ３２

完全了解 ２１２　 ５３　 ５７．３

总计 ３７０　 ９２．５　 １００

　　（七）参加农业保险的意愿调查

为了得到农村参加天气指数农业保险的潜在

人数，在调查问卷中向农户提出了对农业保险的

购买计划问题。６７．２５％的农户 有 购 买 意 愿，１８．
２５％的农户没 有 明 确 答 复，剩 下 的７％的 农 户 表

示不会购买农业保险。
表５　投保农业保险兴趣调查

投保兴趣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会购买 ２８　 ７　 １２

不知道 ７３　 １８．２５　 １９

愿意购买 ２６９　 ６７．２５　 ６９

总计 ３７０　 ９２．５　 １００

（八）购买农业保险意愿与特定变量的

关系

为了确定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影响 因 素，本

文做出如下假设：令农户对天气指数农业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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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兴趣为因变量，用ｙ来表示。其它变量为自

变量，用ｘｉ 表示。ｘ１，ｘ２，ｘ３ 分别代表农户对天气

预报的看法、降水量的不稳定性与农业生产损失

的关系、对农业保险的认识程度。从表６看出，ｘｉ
与ｙ的相关系数均低于０．３，表明它们 之 间 的 关

联并不大。
表６　农业天气指数保险购买意愿系数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１

显著性（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０

Ｌｉｓｔｗｉｓｅ　 ６３８　 ５８２　 ６４８

　　系数显著性 水 平０．０５（２截 拖 尾）因 变 量：对 农 业 天

气指 数 保 险 的 潜 在 兴 趣 自 变 量：ｘ１ 表 示 农 户 对 当 地 天 气

预报 系 统 准 确 性 感 受；ｘ２ 表 示 农 户 对 过 去 五 年 中 由 于 降

水不 稳 定 性 造 成 的 粮 食 减 产 比 重 感 受；ｘ３ 表 示 农 户 对 保

险作用的理解。

通过统计分析，变量ｘ１、ｘ２ 与ｘ３ 之间并不存

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因此ｘ１、ｘ２ 与ｘ３ 之间是独立

的。表７在ｘ２ 与ｙ之间，ｘ１、ｘ２ 与ｙ之间，ｘ１、ｘ２、

ｘ３ 与ｙ之间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Ａ预测：（常数），（农户对过去五年中由于降

水不稳定性造成的粮食减产比重感受）。

Ｂ预测：（常 数），（农 户 对 过 去 五 年 中 由 于 降

水不稳定性造成的粮食减产比重感受），（农户对

当地天气预报系统准确性感受）。

Ｃ预测：（常数），（农 户 对 过 去 五 年 中 由 于 降

水不稳定性造成的粮食减产比重感受），（农户对

当地天气预报系统准确性感受），（农户对保险作

用的理解）。

Ｄ因变量：对农业天气指数保险的潜在兴趣。
表７　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平方和 ｄｆ 均方差 Ｆ检验 Ｓｉｇ

１回归 ０．５７５　 １　 ０．５７５　 ６．５９０　 ０．１１

残差 ４９．００５　 ５６２　 ０．０８７

总计 ４９．５８０　 ５６３

２回归 ０．９２９　 ２　 ０．４６５　 ５．３５８　 ０．００５

残差 ４８．６５１　 ５６１　 ０．０８７

总计 ４９．５８０　 ５６３

３回归 １．１９６　 ３　 ０．３９９　 ４．６１５　 ０．０３

残差 ４８．３８４　 ５６０　 ０．０８６

总计 ４９．５８０　 ５６３

表８　ＡＮＯＶＡ检验

模型
非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Ｂ　 Ｓｉｄ　Ｅｒｒｏｒ　 Ｂｅａｔ
ｔ　 ｓｉｇ

置信度为９５％的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１
（常数） １．７８６　 ０．０２６　 ６７．９２　 ０　 １．７３５　 １．８３８

ｘ２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８　 ２．５６７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２

２
（常数） １．６５１　 ０．７２　 ２２．９５　 ０　 １．５１　 １．７９２

ｘ２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１１　 ２．６４５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２

ｘ１ 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５　 ２．０２２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０９８

３
（常数） １．５７９　 ０．８３　 １２．０９６　 ０　 １．４１６　 １．７４１

ｘ２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２３　 ２．８９７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２

ｘ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９　 ２．１４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　 ０．１０１

ｘ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４　 １．７５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１

　　Ａ预测：（常数），（农户对过去五年中由于降

水不稳定性造成的粮食减产比重感受）。

Ｂ预测：（常 数），（农 户 对 过 去 五 年 中 由 于 降

水不稳定性造成的粮食减产比重感受），（农户对

当地天气预报系统准确性感受）。

Ｃ预测：（常数），（农 户 对 过 去 五 年 中 由 于 降

水不稳定性造成的粮食减产比重感受），（农户对

当地天气预报系统准确性感受），（农户对保险作

用的理解）。

Ｄ因变量：对农业天气指数保险的潜在兴趣。

四、问卷结论

可以看出，正定、灵寿地区农户面临的主要风

险是洪涝、干旱、雪灾。所以在设计农业保险合约

时，可以引入洪涝指数、干旱指数、雪灾指数和其

它天气指数。在调查问卷中，很多农户反映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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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农业生产损失皆因降水不均所致，故而适销对

路的天气指数农业保险产品应当非常关注降水因

素。当农户遭受生产损失时，很多农户的第一反

应就是弃农务工，抑或向亲朋好友举债以度难关。
这意味着他们要么独自承担风险，要么把风险转

移给亲朋好友。虽然被调查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的不多，但是很多都对天气指数农业保险持有很

大兴趣。从统计数据上可以发现，以下三类农户，
即各年降水量分布不均地区的农户，信任天气预

报的农户，熟悉农业保险业务的农户与天气指数

农业保险的相关系数很小，对天气指数农业保险

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表明天气指数农业保险

的需求市场还是比较广阔的。可以看出，第一，天
气条件越恶劣的地方，农户对天气指数农业保险

需求越迫切。第二，为了增加农户对天气指数农

业保险的兴趣，可以提高农户对农业保险业务的

了解和认识，同时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

　　五、独特优势

天气指数农业保险是一种新型保险 产 品，它

创造性地把传统保险权益和金融期权结合起来。
具体来说，在投保天气指数保险的时间和空间范

围内，当灾害性天气超过保险合同约定数值，被保

险人可以获得保险人给予的相应赔付。通过对比

天气指数保险的保险合同与传统农业保险合同，
可以得出天气指数保险三个方面的独特优势。［５］

第一，保障水平得到提高。在 前 文 的 调 查 问

卷中可以看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产风险不外乎

降水、降雪、大风、霜冻等恶劣 天 气。根 据４００名

农户的问卷答案，有超过９９％的答案显示降水不

均影响了收成。这些恶劣天气导致的农业生产欠

收状况更是普遍存在。在设计天气指数农业保险

合同时，气象专家和农业专家会同考察投保地２５
年以上的历史天气数据与农作物产量数据，制定

赔付农户生产损失的标准。因此，天气指数农业

保险有效分化了极端恶劣天气对农业产生的系统

性风险，具备科学合理的赔付依据，从而保障了农

民保险利益。［６］

第二，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众所周知，
在保险市场上一直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

题。这是因为保险人事前不清楚各个投保人的风

险程度，保险人只能按照市场上投保人的平均风

险程度确定保费，这样一来，较高风险类型的投保

人参保热情高涨，而低风险投保人不愿购买保险，
其结果是提高承保风险的平均损失率。在保险公

司划定的同一保险风险区域内，所有投保人面临

完全一样的天气状况，不存在投保人风险高低之

别，投保人以统一的费率购买保险，灾害发生时获

得同等赔付，不但消除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产

生的基础，而且调动了投保农户在农业耕作和防

灾减灾方面的积极性。［７］

第三，便于对保险合同深加 工。学 术 界 和 实

务界看到了天气指数保险责任的无差别性，保险

金额可分割和加总性，所以天气指数保险便于进

行再保险，基于天气指数保险的巨灾风险债券等

利用资本市场再次分散风险的再加工。［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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