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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投资额越来越大，一旦受灾，农业生产将会受到
重创。
因此，当农业出现自然灾害以后，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应对，并给予受灾群众及时合理的补偿，显得越
来越重要。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减灾和灾害补偿体系建设问题，2004—2009年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
都对农业保险问题作出了政策规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对农业风险管理和农业保险发展提出
了明确要求。
各地在建立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推进农业保险实践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
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综合性保险公司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上海安信、吉林安华、黑龙江阳光
相互、安徽国元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
这些保险机构纷纷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下推进农业保险，在应
对2008年冰冻雨雪灾害、2009年北方旱灾等自然灾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立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发达国家开展农业自然风险规避和损失补偿的普遍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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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减灾和灾害补偿体系建设问题，2004—2009年的6个中央一号
文件都对农业保险问题作出了政策规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对农业风险管理和农业保险发展
提出了明确要求。
各地在建立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推进农业保险实践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
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综合性保险公司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上海安信、吉林安华、黑龙江阳光
相互、安徽国元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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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文军，湖北省嘉鱼县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多年来一直从事农业保险、农业生产资料和其他有关农村政策问题的研究，多次参与国务院有关部门
关于农业保险等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2003年以来，主持科研课题25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项、
农业部软科学课题3项、国际合作课题2项、有关部委课题18项。
另外，还参与10余项课题的研究。
已经出版著作4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英文4篇。
有多篇报告获得农业部有关领导的批示，获得农业部软科学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神农中华农业科
技奖三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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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实证分析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积极开展实证研究，奔走于财政部、农业部、中国保监会、民政部等部门之间
，分析研究农业保险的发展政策。
同时，赴全国各地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的公司，包括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
新疆）、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及其在浙江山东
等地的分支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湖北、新疆、黑龙江、山西、四川、江苏等地的分支机构
、浙江省的农业保险共保体、北京小麦风险互助协会、果树风险互助协会、养鸡风险互助协会等单位
开展调研，部分经营机构还去了多次。
既听取了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的看法，也听取了保险机构的看法，同时也倾听了农民的声音，调研获得
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课题组还把对农业保险和农业风险管理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人讨论与交流。
　　2.规范分析方法。
课题组在提出一项改革设想时，基于对所研究问题的实证分析，加上一些判断，提出了完善农业保险
政策的设想，积极为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的制订和完善出谋划策，为有关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
出建议。
课题组在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些规范性的判断。
主持人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的起草组成员，把有关研究报告和农业保险立法建议都提交给起
草组，为国家农业保险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于推进新疆棉花保险的建议”被《农民日报》，刊载，并得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集团公司有关负
责人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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