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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消费越来越鲜明地

表现出多元化与层级化特征。

无论消费市场怎样变化，消费

者对性价比的追求永远存在。

衡量消费是真升级还是假降

级，最终要看消费结构的变

化。那种认为低价商品畅销走

热就是“消费降级”，观点

上有失偏颇，实际上消费行为

在更趋理性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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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的“稳定器”，既有准公共产品特点，也有部分商业保险的特点。随着农业的发

展、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升级，农业保险要针对不同主体的种植养殖风险，提供差异化的保险产品，既要对

小农户提供国家补贴保费的成本型农业保险，也要为新型主体提供多层次的高保障型收入保险

农 业 保 险 亟 待 升 级
乔金亮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双台风“百里

嘉”和“山竹”将影响我国华南农业生

产。前不久，受台风“温比亚”影响，

山东出现大范围强降水，不少蔬菜大棚

受损，农业投保不足、农业保险体系尚

不健全等问题引发关注。笔者认为，要

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的思

路是“提标”，应从保成本向保收益过

渡，提高农险为农服务水平。

农 业 保 险 是 农 业 生 产 的 “ 稳 定

器”。从保费收入来看，我国农业保险

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其中养殖业保险为

世界第一。我国自2005年启航政策性农

业保险，受益于国家对农险企业的税收

优惠和对农民的保费补贴，2007年起进

入发展黄金期。承保农作物从2007年的

2.3亿亩增加到2016年的17.21亿亩，对

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的覆盖率超

过 70%。在此前“保险+期货”试点的

基础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

“订单农业+保险+期货”试点。

不过，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还比较粗

放，保障层次和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是

弱质产业，在面对自然风险时，农民常

有很强的无力感。其实，政策性农业保

险恰恰是赔付率最高的险种，保险公司

付出的人力成本也最高。之所以说保障

水平低，是因为仅覆盖直接物化成本。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价格上升、流转土

地的租金成本等大幅上升，导致赔付额

与完全成本的差距拉大，农民觉得“不

解渴”。同时，灾后定损理赔手续比较

复杂，最高赔付金额与实际赔付金额有

差距。不少农民反映，农业投保的获得

感不是很强。

以财政实力雄厚的北京为例，近年

来北京市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在农险保

费上，经过市级和区级补贴，农民个人

最低只需承担 10%。在北京大兴区，种

植西瓜的农民只需承担每亩 18 元的保

费，如受灾最高可获1000元的赔偿。不

过，由于农户注重发展高端绿色农业和

特色品种，一亩西瓜实际收入在万元以

上，算下来，赔付额仅能弥补一成损

失。由此来看，传统农业保险主要是低

保障水平的成本保险，保的是基本成

本，而不是农产品收益，已不能适应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

当前，我国土地流转比例超 35%，

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超 350万个。乡村振

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农业

保险带来了更大的市场，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何构建保障程度高、理赔程

序简单、费率水平合理的农险产品体

系，为农业提供多样化风险保障，是保

险业服务农业的关键课题。

农业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和市

场风险。随着农产品高度市场化，价

格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对

此 ， 国 际 农 险 界 开 发 了 收 入 保 险 险

种，其保险金额覆盖了农业产值。在

美国，收入保险的保险金额超过总保

险金额的九成。欣喜的是，我国有关

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开展三大粮食作

物 完 全 成 本 保 险 和 收 入 保 险 试 点 工

作。当然，这对政府补贴的财力和农

户支付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业保险既有准公共产品特点，也

有部分商业保险的特点。开展初期，受

保险责任、运作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承保机构参与积极性不高，当时的

承保范围和水平是政府研究确定的。随

着农业的发展、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升

级，农业保险要针对不同主体的种植养

殖风险，提供差异化的保险产品。既要

对小农户提供国家补贴保费的成本型农

业保险，也要为新型主体提供多层次的

高保障型收入保险，要在较高的赔付水

平与较合理的保费投入间寻找平衡，形

成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

今年夏季以来，有关“消费降级”

的讨论一直在持续。某些低价商品受到

热捧，使得“消费降级”的结论似乎得

以坐实，但无论是方便面、榨菜，还是

二锅头，任何一个单品销售的快速增长

都不足以成为得出“消费降级”判断的

理由。何况，很多消费者在选择方便

面、榨菜或二锅头时，更愿意选择安全

放心的大品牌。

从市场动力来看，低价商品销售走

俏并不完全是需求拉动所致，更重要的

原因是这些产品的结构调整及技术创

新。最近两年，外卖市场对方便面市场

构成强大挤压之势，因此很多方便面企

业加强了高价面与高端面的研发。据

悉，涪陵榨菜的销售费用与研发投入在

上半年分别同比增长 40.72%和 241.79%。

相关企业在“微笑曲线”的两端不断发

力，最终赢得了不错的市场回报。

当前，消费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多

元化与层级化特征，而且单个消费者也

有多样化的消费诉求，其消费标的既可

能有代表身份的奢侈品，也往往有实惠

耐用的低价商品。所以说，人们选择消

费什么样的产品，有时候与购买力没有

太大联系，谈不上所谓的“消费降级”

或升级。

无论消费市场怎样变化，消费者对性

价比的追求永远存在，一件商品除了看上

去美观舒服，人们更会关注它的使用价

值。对于廉价商品来说，其中次品有之，

但也绝不能与劣质商品画等号，有时候人

们消费低价商品，也可视为消费心理成熟

的一种表现，即公众摆脱了“便宜无好货”

的传统观念，转而相信价廉物美的存在。

当前，有很多人开始放弃略显虚无的身份

地位消费思路，转而追求品质的体验与获

得感。因此，消费便宜商品看上去是“降

级”，但实际上是消费心态的升级。那种

认为低价商品畅销走热就是“消费降级”，

观点上有失偏颇，实际上消费行为在更趋

理性与优化。

衡量消费是真升级还是假降级，最

终要看消费结构的变化。有关统计显

示，今年前 7 个月，我国旅游人数达到

了 38 亿人次，同比增长 15.7%，同期全

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389.89 亿元，观影人

次超过 10.91 亿，同比分别增长 21.1%与

16.2%。另外，前 7个月我国居民人均体

育健身活动支出增长了39.6%，运动型多

用 途 汽 车 （SUV） 销 售 同 比 增 长 了

10.1%。总体来看，目前包括旅游、文

化、体育、养老、家政等在内的服务消

费，已经占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

40%以上，这清楚地表明我国消费生态

正从有形物质转向无形服务、从注重量

的满足朝着追求质的提升这一方向快速

切换。

有关“消费降级”的声音之所以不

绝于耳，主要是因为目前一些家庭部门

杠杆率提升较快和负债比较高。特别是

一些城市高房价、高租金的压力，使得

年轻人不敢消费。因此，要持续维系消

费升级态势，须强化收入分配以及财政

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在稳步提高居民

收入的同时，完善个税常态调整机制，

坚持楼市调控不动摇，防止家庭部门过

快 加 杠 杆 ， 改 善 居 民 的 消 费 能 力 与

预期。

据报道，时下部分干部到基层入

户走访时，不是忙着和群众拉家常交

心谈心、了解群众所需所想、帮助群

众解决困难，而是简单发放一些宣传

资料，或者敷衍了事问几句走走过

场，拍照留影后一走了之，被群众称

为“快门干部”。

干部到基层调研，目的是了解群

众的所急、所盼、所望，针对“病

症”开出好“处方”，抓好“特效

药”，真正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单靠自

身无法解决或者一时解决不了的难题

和困惑。然而，少数干部成为“快门

干部”，背后是应付心态作祟。一些

干部把走基层当成任务，应付了事，

身入心不入，入户不交流，交流不深

入，还有的基层干部平时不主动掌握

新政策、不了解群众所需，不知道群

众想什么、缺什么、盼什么，除了常

规性的“家里有多少人”“收入怎么

样”“有什么困难”等简单对话外，

没有接地气的语言与群众交流，导致

面对群众的咨询和疑问讲不出来、答

不上来。

下基层走访，不是应付差事完成

任务，也不是博取眼球“露脸”“刷

存在感”。杜绝“快门干部”，就需要

干部在下基层时，沉下心、扎下根，

履职践诺，敢于担当，这样才能赢得

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带着感情走。如果没有感情，即使下基层，也是浮光

掠影、浅尝辄止。只有像走亲戚一样，用感情作为“敲门

砖”“试金石”，群众才乐意把干部当知心朋友，才愿意真

心吐露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盼，“淘”得民意。

带着问题走。要把问题导向、问题思维、问题底线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主动到有

困难和问题的地方去，从群众最关心、最关注、最期盼的

问题做起，了解群众的所急、所盼、所望，找准“短

板”，开出“处方”，抓好“良药”。

带着行动走。走访不是喊喊口号，时常挂在嘴上，也

不是装点门面，写在制度中，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中，体现

在作风里。这就要基层干部摒弃“看客”思想，以及应付

了事的“过客”行为，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挽起裤子，

与群众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来赢

得群众的认可。

防风险在“堵偏门”的同时也要“开正门”，即对不

规范、有潜在风险隐患的非信贷融资开展治理整顿的

同时，对真正能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规范合理的信

托贷款、委托贷款等应予以鼓励和支持，促其平稳增

长，与银行信贷融资一起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

对同业和非标资产规模占比相对较低，风险管控能力

相对较强，经营管理较为规范的大型银行，可以适度调

整监管要求。例如，允许其同业和非标资产占比及规

模有适度增长，避免其业务规模收缩过快，过度加大其

存量非标投资退出压力。另外，可以有选择地引导银

行开展业务创新，推动同业和非标投资进入小微企业

和市场化债转股等急需资金支持的业务领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总是寻找最适合自己、

最能发挥自己才能、最能创造财富的地方。创新创业手

续繁琐、成本高会严重挫伤企业家的积极性，也不利于

培育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与民营

企业家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进

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坚决杜绝寻租腐败

和利益输送。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快相关领域改革，切

实降低物流、能源资源成本。完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

加大资金、人才、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力度，降低创业

成本。完善税收等优惠政策，切实降低创业企业负担。

最近，不少用户吐槽一些手机APP会员充值服务

玩起了“猫腻”，用户所购买包月服务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悄然自动扣费。手机 APP 在付费充值中“玩套

路”，其实是在利用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达到误导

消费目的。工商、网信等部门要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

任，加大检查频率和惩处力度，同时建立起“黑名单”制

度，将多次违规、整改不力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定期

向社会公布。

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高峰期临近，

有媒体日前调查发现，先体检后面试成

为部分单位常用的招聘流程，而且被多

家用人单位录用，并要求在短时间内重

复体检的求职者不在少数。对此，不少

求职者呼吁，重复体检，既花钱遭罪又浪

费医疗资源，用人单位体检报告为何不

能实现互认、共享呢？

求职体检不同于重大疾病诊断，检

查的对象大多数是健康人群。况且，如

今无论是三甲医院，还是一般体检机构，

采用的样本获取手段、检测仪器、检测方

式都相对标准化，因此体检结果互认、共

享，从技术上来说并不复杂。

然而，现实中不少用人单位彼此之

间画地为牢、互不认账，医院也在重复检

查中坐收渔利、乐此不疲，导致许多毕业

生奔走于不同的体检机构之间。之所以

出现这样的“梗阻”，主要是一些用人单

位担心有人“替检”或擅自修改检查结

果，导致出具的体检报告不真实。

用人单位的担忧不无道理，但规避

风险的成本却不能转嫁给求职者，而应

通过健全制度，推动互信，打通“梗阻”。

比如，可以通过设立“黑名单”制度来保

证相关医院体检资质和结果的真实性，

还可以与应聘者事先签订协商条款，规

避体检结果可能存在的诚信风险等。

据报道，从 2011 年开始，广东深

圳、东莞等地已经出台规定解决求职者

多次重复体检的问题，应聘人员只需持

有一份相关部门认可的医疗机构体检报

告，一年之内无论找几次工作都不用再

做体检。未来，期待更多地区能够见贤

思齐，将毕业体检、入职体检等体检项

目“合并同类项”，逐步建立求职体检

“一检通用”的机制，给体检热降降

温，为毕业生减减负。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产业全面推

进，以及全域旅游概念提出，人们对旅游

住宿方面的要求正在发生转变，不再满

足于住酒店，也开始钟情于民宿。

民宿经济火热，满足了部分游客的

意愿，也弥补了酒店在一些服务功能上

的短缺，使一些闲置的资源被充分利用

起来，实现了房屋所有者和游客的双

赢。但是，小区民宿的“野蛮生长”也诱

发了很多社会问题，乃至于频惹“民诉”。

比如，重庆某些网红景点周边的居

民小区，迅速被民宿占据，甚至一个小区

就有300多个民宿在经营。这些肆意增

长的民宿，催生了游客与居民之间、民宿

经营者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有

些小区的业主联名抵制民宿。

民宿惹“民诉”的原因，一方面在

于民宿打破了居民小区应有的安静和私

密性，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另一方

面，城市民宿本质上是住宅改商用，需

要经过相关部门审批，但有的民宿处于

灰色地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解决民宿扰民

问题迫在眉睫，相关监管也必须提速。

要针对城市民宿建立规范性制度约束，

严格限制居民小区中民宿的比例，禁止

非法改建，对于民宿居住人数也要严

格限制。只有强化监管，规范民宿经

营运作，才能让民宿在法治的框架内行

稳致远。

中秋节将至，很多超市和电商纷纷上市销售月饼，并展开了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

甚至有商家称所经营的月饼品牌“健康纯天然”。对此，有些地方的消费者协会发出提

醒，不要轻信部分月饼品牌的夸大宣传，不要轻信“无糖、低脂、素馅、不添加香精、不使

用色素、不含防腐剂”等广告用语。因为，国家监管部门从未批准过所谓“保健”类月

饼。同时，消费者也不要盲目追捧私人定制的所谓“纯天然、无添加剂”月饼，因为某些

“私人定制”月饼的原材料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制作过程是否卫生，监管部门很难监

管，有些“私人定制”月饼并不比厂家批量生产的靠谱。 （时 锋）

夸大宣传夸大宣传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