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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邮轮开启产业新航程

政策性农保为“三农”遮风挡雨

□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田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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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电价要调整？假的！
本报记者 王金虎

□ 6 月 1 日执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

事项的通知》中明确，对于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

策，意味着此次调整没有涉及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用电。

□ 山东省居民家庭可以选择执行分时电价政策，也就是“错峰用电”，但需提

前向供电公司进行申请。

最近，网上一条“济南电费缴纳方式将由阶

梯电价改为分时电价”的消息引发关注。消息

称，分时电价因为时段有别，电价差距很大，居

民生活用电要算好时间，可以省不少钱。这种说

法是真的吗？

国网山东电力营销部营业处王旭东告诉记

者，目前，山东直接抄表、收费到户的城乡居民

用户，即“一户一表”用户，其居民生活用电电

价仍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第一档为 0.5469

元/度，价格没有上涨。

记者查询发现，6 月 1 日起，电价开启了新

一轮调整，当天开始执行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

通知》 中明确，对于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用电，

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意味着此次调

整没有涉及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用电。

“根据近期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

山东电网第三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要求，电价调整对象是工商业用户，济南居民生

活用电电价仍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网上流传

的说法不实。”王旭东说。

国网济南供电公司电价专责陈希介绍，当前

居民生活用电执行阶梯电价，每年用电量划分为

三档，电价实行分档递增。第一档为每户每年用

电 2520 度及以下部分，每度电是 0.5469 元；第二

档为每户每年用电 2520 度至 4800 度的部分，每

度电是 0.5969 元；第三档为每户每年用电超过

4800 度部分，每度电是 0.8469 元。

什么是分时电价，具体如何定价？“居民分

时电价政策是在现行阶梯电价标准基础上，峰段

电价每度提高 0.03 元，谷段电价降低 0.17 元。即

第一档峰段电价为 0.5769 元、谷段电价为 0.3769

元，第二三档峰、谷电价分别在第一档峰、谷电

价基础上加价 0.05 元、0.3 元。其中采暖期谷段

电价由降低 0.17 元调整至降低 0.2 元。即第一档

峰段电价为 0.5769 元、谷段电价为 0.3469 元，第

二三档峰、谷电价加价标准不变。”国网山东电

力营销服务中心吴雪霞说。

居民家庭能否选择分时电价？吴雪霞表示，

居民家庭可以选择执行分时电价政策，也就是

“错峰用电”，但是需要提前向供电公司进行申

请。目前，山东省居民分时电价政策是峰段 8∶00

至 22∶00， 谷 段 22∶00 至 次 日 8∶00。 其 中 采 暖

期，在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期间，峰段

8∶00 至 20∶00，谷段 20∶00 至次日 8∶00。

对于普通居民普遍关注的“选择分时电价是

否更实惠”的说法，吴雪霞说，对于多数上班族

来说，选择分时电价无疑会更省钱，至于能省多

少则需要具体测算。为了方便居民测算，国网山

东电力在“网上国网”手机 APP 上开发了“惠用

电”便民服务功能，该功能拟于近期上线。届

时，居民可一键测算出分时电价实施前后的电费

差距，根据测算结果自行选择是否办理分时电价

业务。

当下，适值河南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季。

然而，5 月 23 日以来，河南省多地出现大范

围持续阴雨天气，已影响到多地小麦抢收工

作，也直接影响到当地农民种粮收益。

河南省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是我国小

麦种植大省，小麦年产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

一。今年，河南省小麦播种面积为 8500 万

亩。小麦生产对于河南的粮食安全至关重

要，更关乎国家粮食安全。

为减少恶劣天气的影响，河南全省上下

迅速反应，发布多项重点措施，抢抓时机、组

织夏收。当前，河南小麦保险理赔工作进展

如何？作为护航“三农”经济发展的重要工

具，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如何在关键时候发

挥稳压器和助推器的作用？

全力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今年以来，河南省在全省持续开展三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其中，小麦保险的

保 障 水 平 由 447 元/亩 提 高 至 1000 元/亩 。

同时，河南省指导各县市区加强政策宣传，

引导广大农户自愿参保。截至 2023 年 2 月，

该省小麦承保面积已接近 5704 万亩，其中

小麦完全成本保险 5637 万亩，为近 550 万户

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567 亿元。

灾情面前，河南省内多家险企第一时间

响应政策，积极行动起来，采取一系列扎实

有效的工作举措，全力做好小麦保险理赔工

作，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切实为“三夏”

生产保驾护航。

中原农险作为河南“三农”风险保障主

力军，2023 年承保河南省 97 个县区冬小麦

3473 万亩，覆盖农户 348 万户次。“今年小麦

成熟期与降雨期重叠，且降雨期比较长，小

麦收获期短。因此，今年的保险理赔诉求

急，时效要求高。”中原农险农业保险部高级

经理谢雨轩告诉记者，为应对近期持续降

雨，针对群众当下最为关心的理赔时效与服

务质效，公司特别突出“快”，升级夏粮理赔

十项具体服务举措，通过快速手段实现现场

理 赔 、闪 赔 、预 赔 等 ，确 保 48 小 时 赔 付 到

账。同时，公司充分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

等科技手段来保障农户利益。

人保财险河南分公司、中华财险河南分

公司等保险机构也都积极响应，并作出相应

对策。值得关注的是，以上各险企均在灾情

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开启了绿色理赔通道服

务，加快小麦定损进度，切实提高理赔服务

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

加大农业保费补贴力度

农业保险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经营

风险，对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有着重要作用。作为护航“三农”经

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我国政策性农险起到了

关键的经济补偿作用。

自 2013 年《农业保险条例》正式施行之

后的 10 年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全

面建立，保费补贴区域不断扩大，补贴品种

不断增加，补贴比例不断提高，农业保险业

务也得到了空前高速发展。

自 2018 年起，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开始试点。2021 年发布的《关于扩

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实施范围的通知》明确，在河北、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13 个粮食主产省

份的产粮大县，针对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

食作物开展完全成本保险。

近年来，13 个粮食主产省份扩大了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逐步

实现产粮大县全覆盖。我国各地各部门持

续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数据

显示，2022 年，我国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

1219.4 亿元，同比增长 25%，为 1.7 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

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提供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的品种也在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包括

种植业、养殖业、森林等三大类，覆盖玉米、

水稻、小麦、棉花、马铃薯、油料作物、糖料作

物、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森林、青稞、牦

牛、藏系羊、天然橡胶、三大粮食作物制种共

16 个品种。另外，地方财政支持开展的特

色农产品保险品种超过 200 个。

我 国 还 逐 步 加 大 农 业 保 费 的 补 贴 力

度。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预算报

告，今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安排 4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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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科院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张

峭表示，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对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促进农业保险转型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切实促进农业保险转型升

级，并保障农户种粮积极性。

值得关注的是，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虽已基本覆盖了 13 个

粮食主产省份所有产粮大县，但产粮大县内

保险的面积覆盖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

不仅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约束有关，

地方财力不足，高保障险种实施面积就偏

低。同时也与各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推进

力度有关。”张峭说。

提升农业保险保障能力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保险持续推动

“扩面、增品、提标”，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农业保险日益成为粮食和农业生

产的稳定器和广大农户的定心丸。

“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说，‘扩面、增

品、提标’是长期的方向和课题。”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金融系教授、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

庹国柱表示，“扩面”就是要充分利用现行政

策，无论是物化成本保险还是完全成本保险

的覆盖率【承保面积（或头羽）/实际播种面

积（或头羽）】都应提高。“增品”不仅包括增

加农户真正需要的新险种，还要逐步增加纳

入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的标的，特

别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标的。

今 年 4 月 ，《关 于 银 行 业 保 险 业 做 好

2023 年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重 点 工 作 的 通

知》提出，把提升“三农”领域保险服务质效

作为今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求

着力提升涉农保险承保理赔效率，优化涉农

保险承保理赔服务，努力做到“愿保尽保”

“应赔尽赔”“快赔早赔”。缩短农业保险理

赔周期，及时支持农业再生产，严禁违规提

高农业保险费率、降低保额或设置不合理赔

付条件等。

张峭认为，在物化成本保险的基础上，

还需要逐步提高保障额度标准，在保障自然

风险基础上将保险责任扩大到市场风险、质

量安全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推进“农

业保险+”模式。

今年 5 月，中保协发布《农业保险承保

理赔电子化作业规范》标准，通过对农业保

险 承 保 理 赔 各 流 程 的 线 上 化 操 作 进 行 规

定，为保险机构合规、科学、有效地推动线

上化农业保险提供具体指导和技术依据，

还 将 为 广 大 农 户 提 供 更 便 捷 、高 品 质 的

服务。

另外，在遇到大灾的时候，仅靠保险的

力量远远不够，因此，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大

灾风险分散体系就至关重要，在农业保险基

础上再建立起一道新的防护堤，以此来进一

步提升农业保险的保障能力。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我国农业再保险在

分散农业巨灾风险和稳定农业保险直保机

构赔付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发展农业再保险，不仅可以为农

业保险直保机构提供再保险保障，补齐大

灾风险分散机制和农业保险经营体系的短

板，同时，还有助于缓解直保经营机构承保

压力，稳住农业基本盘。”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金融保险研究室主任龙文军

表示。

6 月 8 日，随着最后一段钢主梁吊装到位，湖北省襄阳北编组站大桥顺利合龙。襄阳北

编组站大桥共跨越 32 股铁路线，是国内跨越铁路线最多的混合梁斜拉桥。大桥建成后将有

效解决襄阳市被铁路东西分割造成交通拥堵的困扰。 金 伟摄（中经视觉）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

达·魔都”号从上海出坞，让大家深

感振奋。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

运输船、大型邮轮被称为造船业皇冠

上的“三颗明珠”，代表全球船舶工

业的最高水平。现在，首艘国产大型

邮轮出坞，意味着该船的核心制造流

程已经结束，后续将进行码头系泊试

验、出海试航，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交

付。届时，中国船舶集团将成为全球

唯一集齐“三颗明珠”的船企。

造大邮轮有多难？

难在邮轮之“大”。大型邮轮要

经受风浪考验，要在一船空间内集成

饮食起居、水电供应、排污等繁杂功

能，堪比打造一座“海上城市”。首

艘国产大型邮轮总吨位 13.55 万吨，

长 323.6 米，拥有客房 2125 间，可载

乘客 5246 人；整船零部件数量达到

2500 万 个 ， 相 当 于 C919 大 飞 机 的

5 倍、“复兴”号高铁的 13 倍；全船

总电缆布置长度达 4200 公里，相当

于上海至拉萨的距离。这样庞大而又

精密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国家的

综合科技水平与制造实力。

由于大型邮轮的结构特殊性、系

统多样性、工艺复杂性、建造艰巨

性，以及供应链的全球协同性，全球

大型邮轮几乎都在欧洲建造，订单主

要被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德国迈尔

船厂、法国大西洋船厂和芬兰马萨船

厂四大船企垄断，连邮轮市场规模最

大的美国也造不了大型邮轮。日本三

菱重工曾在这个领域交纳巨额学费，

多年尝试后以失败告终，宣布不再涉

足 10 万吨以上的大型邮轮建造业务。

这么难，为啥要造？

中国是世界最大造船国，大邮轮

是中国由全球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迈

进的重要标志之一。迎难而上造大邮

轮，既是立足长远满足中国造船业转

型升级的需求，也是脚踏实地对中国

制造实力和中国市场潜力的把握。

2006 年至 2019 年是中国邮轮市

场黄金发展期，年均增长率 52%，中

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

邮轮市场。上海作为中国邮轮产业中

心跻身全球五大邮轮母港方阵，并稳

居亚洲邮轮母港之首。

自 2016 年启动大型邮轮项目论

证以来，我国通过引进消化和自主创新，用 6 年多的时间填

补了大型邮轮建造的多项技术空白，相继攻克了重量控制、

安全返港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目前已形成上千项科研

成果。

在大型邮轮建造中，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造船大国

和巨大市场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坚持开放合作、融入世界邮

轮产业分工体系。这种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新模式，让

中国继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之后，成为全球第 5 个有

能力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

国产大邮轮将开启怎样的未来？

邮轮产业被誉为“漂浮在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产

业链长、带动性强、影响力大、覆盖面广、国际化程度高，

乘数效应达 1∶14，属万亿元

级产业。有相关行业分析报告

预测：到 2035 年，邮轮对中

国的总体经济贡献将达到总产

出 5317 亿 元 ， 总 就 业 人 数

46.2 万人，总薪酬 1236 亿元。

不久，我们就可以乘坐国

产大型邮轮旅行了。这艘巨

轮，将成为中国构建本土邮轮

生态体系、并向产业链高端突

破的标志，也将成为促进中西

文化交流的海上丝路新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