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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秋收时，稻花香里说丰年。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近年来，在助力

乡村振兴、服务“三农”工作中，农业保险

已日渐成为重要金融工具。财政部数据显

示 ， 截 至 7 月 ， 全 国 农 业 保 险 保 费 规 模

1078.63 亿元，同比增长 18.64%，为 1.25 亿

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3.34 万亿元。

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 《保险

业 高 质 量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蓝 皮 书 （2023） 》

（以下简称 《蓝皮书》），引导行业不断提升

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保险业服务乡村振兴有

哪些亮点，未来潜力如何？科技赋能保险业

又会带来哪些新模式、新变化？

强化“三农”服务体系

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

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内容和基

础，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农

业保险既是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器”，也

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近年

来，我国农业保险不断“扩面、增品、提

标”，市场份额不断增长，覆盖面和渗透率

也持续提升。我国农业风险保障体系发展已

驶入“快车道”。

在保障农业生产方面，据保险业协会统

计，2022 年，在服务农业生产方面的保险

产品进一步扩充到 11791 个，提供 3.13 万亿

元各类风险保障，合计赔付 842.29 亿元，发

挥了保险业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托底保障

功能。

乡村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乡村振兴

的根本目的是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保障农民人身方面，2022 年，保险业用

于 农 村 地 区 的 人 身 保 险 产 品 从 2021 年 的

1980 个增加到 2044 个，提供风险保障 22.88

万亿元，覆盖防范返贫重点监测对象 160.44

万户次。

2007 年起，中央财政为农业保险投保

农户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拉开了我国发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序幕。此后，农业保险补

贴区域不断拓宽。在加大补贴力度的同时，

监管层面也对研发产品提出“费率合理”

“投保门槛低”“条款易懂”的要求，并在优

化涉农保险合同条款、缩短农业保险理赔周

期和规范农民人身险代理、代办行为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要求。

以人保寿险为例，近年来，人保寿险积

极构建县域乡村普惠产品体系。探索老年

人、农民、低收入人群等群体保险保障需

求，积极开发“特惠保”，进一步丰富县域

乡村普惠产品体系。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产品及“特惠保”扶贫专

属产品共为 120.75 万人次提供了人身保险保

障，累计保额 239.22 亿元，服务范围覆盖

1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理赔服务客户

6478 人，给付保险金 1071.65 万元。人保寿

险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人保寿险要更深

入地了解乡村地区真实保险需求，积极推广

“保险+”帮扶模式，打造更贴近乡村地区

实际需求的乡村振兴专属产品，加快推动构

建与帮扶地区产业发展相配套的多层次、普

惠性保险产品体系。

同时，《蓝皮书》 指出，我国保险业一

直注重提升农村地区人身保险发展水平，积

极参与农村地区多层次保障体系建立，通过

开展健康保险、意外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等

业务，有效防范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和助力解决养老等问题。

在 保 障 农 村 财 产 方 面 ，《蓝 皮 书》 显

示 ， 我 国 保 险 业 持 续 开 展 农 村 财 产 类 保

险，充分发挥保险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

险控制、事后理赔服务的功能作用，从保

障农房、农机、基础设施等角度出发，推

动保险机制更深入地嵌入农村社会治理体

系。据统计，2022 年，保险业用于保障农

村财产方面产品增加到 2090 个，提供风险

保障 8.35 万亿元，覆盖防范返贫重点监测对

象 26.90 万户次。

拓宽“保险+”经营模式

我国幅员辽阔，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

经济风险双重制约，具有风险结构特殊和高

风险与高赔付率并存等特征。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庹国柱表示，农业保险在

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短

板，未来需要把握农业风险特点，构建更加

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

作为利用市场化机制化解农业市场风险

的金融支农创新模式，“保险+期货”连续

8 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保障农民收入、

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期货公司‘保险+期货’业务呈

现业务规模良性增长、多元保费结构逐步健

全、服务‘三农’成效持续显现、业务盈利

情况显著改善等积极变化，业务的常态化、

机制化特征逐步形成。”中国期货业协会相

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据中国期货业协会 7 月

公布的信息，2016 年以来，共有 73 家期货

公司通过“保险+期货”模式为生猪、玉

米、饲料、苹果、天然橡胶、白糖、大豆等

18 个品种提供了风险管理服务，累计承保

货 值 1346.04 亿 元 ， 涉 及 现 货 数 量 共 计

2749.65 万吨。项目覆盖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 1224 个县，覆盖农户 538.7 万户

次 、 农 户 专 业 合 作 社 3101 个 、 家 庭 农 场

1488 个、涉农企业 2349 个。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挥多层

次 资 本 市 场 支 农 作 用 ， 优 化 “ 保 险 + 期

货”。作为支农惠农的风险管理工具，

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优化”路径。“通过期货市场来分散农

户种植养殖产品的市场风险，这是资本市

场支农的一个重要的创新，也是农业保险的

创新。”庹国柱表示。

比如，太保产险自 2016 年起已在 29 个

省份开展了 400 余个“保险+期货”试点项

目，涉及天然橡胶、棉花、白糖、苹果、红

枣、花生、甜菜、大豆、玉米、生猪、鸡

蛋、豆粕、饲料等品种。从价格险到收入

险，从农作物“保险+期货”到养殖业“保

险+期货”，试点规模逐步扩大，形式种类

不断创新。2022 年承保近 180 个“保险+期

货”项目，为 150 万户次农户提供了价格和

收入风险保障，成为农业产业现代化和农民

增收创收的重要保障。

在政策引导支持下，期货交易所、保险

公司、期货公司、涉农企业和合作社等协同

探索“保险+期货”金融支农模式，打通了

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期货衍生品规避农产品价

格风险的渠道，为打破“粮贱伤农”“猪周

期”等怪圈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了

重要作用。

山西财经大学现代会计研究所所长王

晓 亮 曾 撰 文 表 示 ， 从 国 内 “ 保 险 + 期 货 ”

发 展 模 式 看 ， 随 着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初以公益性为

切入点的“保险+期货”项目占比正在不

断下降。展望未来，要统筹协调“保险+

期货”业务发展。特别是要从产品端加强

供给，针对当前“保险+期货”项目偏重

解决价格风险的情况，根据农产品生产营

销周期，优化项目合约设计，开发创新收

入保险功能，探索“保险+期货+订单”等

模式，助力解决农户的收入问题、农产品

销售问题，真正做到“有灾保灾害、无灾

保收益”。

深化保险资金运用

作为一种规模大、周期长、稳定的可投

资资金，保险资金具备服务国家战略的天然

优势。保险机构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结合广

大乡村地区资源禀赋和建设需要，积极以债

权计划、股权计划等形式参与各地基础设施

和产业发展项目，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增量

资金。

相 关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在 我 国 加 速 推

进 生 产 生 活 绿 色 转 型 的 过 程 中 ， 保 险 资

金 与 我 国 重 大 基 础 设 施 、 绿 色 能 源 、 民

生 保 障 等 国 家 战 略 领 域 的 资 金 需 求 有 着

较 高 的 契 合 度 ， 可 以 多 措 并 举 支 持 绿 色

发 展 和 生 态 目 标 ， 为 经 济 中 长 期 发 展 注

入活力。

位 于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贺 州 市 的 富 川

风 电 站 建 在 峰 峦 之 间 ， 该 电 站 为 中 核 汇

能 旗 下 广 西 公 司 第 一 个 综 合 性 风 光 电

站。2021 年 6 月，中核集团启动中核汇能

引 入 战 略 投 资 者 工 作 ， 通 过 交 易 所 公 开

挂 牌 方 式 引 入 保 险 等 战 略 投 资 者 。 作 为

社 会 资 本 中 的 一 支 重 要 力 量 ， 中 国 人 寿

的保险资金成功注入。

2022 年，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发起

设立的“中国人寿—中核 1 号股权投资计

划”顺利完成募集发行，以 20.53 亿元战略

增资中核汇能有限公司，成为中核汇能第一

大战略投资者和第二大股东。募集资金将主

要用于中核汇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项

目的开发、建设等。

“ 绿 色 投 资 是 险 资 投 资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向，而选对项目合作方则是重中之重。我

们投资这个项目是因为中核集团具有熟知

产业经营风险、风控管理能力强等多方面

优势。此外，新能源项目具有稳定性强的

特征，也和保险资金属性相匹配。”中国人

寿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助理刘凡表示。据了

解，2022 年中核汇能上网电量同比增长超

过 51%，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045

万吨。

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披露，截至

2022 年 底 ， 保 险 资 金 绿 色 投 资 规 模 已 由

2020 年末的 5600 多亿元提升至近 1.2 万亿

元，相较 2020 年，年均增速近 50%。“这个

增速远高于同期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年均不到

10%的增速。”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王宇龙表示，“对比数据，可以看

到保险资金的绿色投资已经进入快车道，险

资绿色投资未来可期。”

房屋漏水，保险能修；马

桶堵塞，保险能通⋯⋯最近，

长年坐惯“冷板凳”的家财险

市场忽然老树发新芽，一批

“能赔还能修”的新型家财险

在 多 个 城 市 接 连 上 线 。 此

前，传统家财险只能承保火

灾、爆炸等“低频高损”的事

故，“花了钱却用不上”是消

费者常有的抱怨。如今，维

修服务型家财险颠覆了传统

的承保逻辑，为“高频低损”

的维修需求提供服务，实现

了对保险边界的拓展。

以往，多数险种只提供

经济补偿，而鲜少提供主动

服务。其实，保险服务化并

非新鲜概念，长期以来，却只

有车险服务一枝独秀——出

险后只需一通电话，维修、理

赔全搞定。近年来，随着非

车险市场的日益增长和多元

化，向车险看齐、为保险插上

服务翅膀的理念正在成为行

业共识。例如，除了家财险

提供维修服务，还有长期护

理保险提供生活照料服务，

医疗险提供就医陪诊、住院

陪护、门诊预约等增值服务。

创新服务的背后，是保

险公司对消费者需求的关切

和琢磨。房屋老化经常需要

小修小补，但“天价维修”的

报价乱象常常令消费者望而

却步；年轻人难以抽空请假

陪老人看病⋯⋯家财险附加

维修服务、医疗险附加陪诊

服 务 ，令 这 些 难 题 迎 刃 而

解。从“没出事就不赔钱”到“没出事也能用得上”，高频的

服务令消费者增加了对保险产品的感知和认同。

由此可见，增强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固然是一项重要课

题，而主动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创新改进产品，是更有效

果、更有意义的做法。毕竟，产品用不用得上、服务是不是

隔靴搔痒，消费者心中自然有杆秤。

在目睹家财险市场的高速发展态势之后，有些保险公

司摩拳擦掌想分得一杯羹，结果却发现被挡在门外、无从下

手。从前同质化严重的家财险，如今突然有了门槛，这是因

为许多险企缺乏整合物业企业与维修企业的能力。保险服

务化并不等同于由保险公司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指保险公

司遴选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整合服务网络、规范服务标准，

从而为保单提供附加服务。因此，利用保险科技跨界整合

资源、搭建服务平台的能力，已经成为保险服务化变革中的

核心竞争力。整合服务供应链是一项超出险企传统业务范

围的系统工程，必须下功夫打磨。直接“复制粘贴”挣快钱

显然行不通。

“雨前送伞”优于“雪中送炭”，与事故后再提供赔款相

比，保险服务化迎合了保险行业风险减量化管理的要求，有

利于前置风险防范、发挥保险防灾减损的功能。对于监管

层来说，尽管行业创新会带来挑战，但仍要以开放积极的心

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有益创新，推动保险服务化在

各险种领域健康、快速地发展。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打造“红色助联体”社会救助新模式
“以前家里电线经常烧坏，灯也不亮，每次用电都

担心引起火灾。现在村里给改造了线路，屋子更亮堂

了 ， 用 电 更 安 全 了 ， 日 子 过 得 更 踏 实 了 ！” 一 盏 暖 光

灯，照亮昔日昏暗小屋，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北安街道

营上村村民荆大爷打量着屋子里的新光景，脸上难掩喜

悦之情。

近日，青岛市即墨区“光明行动·亮居工程”社会

救助项目正式启动，即墨区供电公司光明行动志愿队走

进村庄，为北安街道 77 户困难家庭实施用电线路改造。

通过更换老化插座、灯口底座，安装漏电保护配电箱、

节能灯等措施，彻底消除用电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困难

家庭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光明行动·亮居工程”已

完成 2 户家庭用电线路样板改造，并计划于 11 月底前全

部完工。

错 综 缠 绕 的“ 老 龄 ”麻 花 线 变 身 沿 墙 铺 设 的 护 线 套

管，不仅将光明延伸到屋内，更将电流汇成暖流，让救助

关爱直抵人心。“光明行动·亮居工程”点亮了困难群体的

安全之光，是即墨区“红色助联体”的一次生动实践。

社会救助是关系民生保障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

今年以来，即墨区北安街道坚持政社联动，从党建共建

破题，探索“党建+社会救助”运作模式，打造政府部

门和社会组织衔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会救助联合

体，即“红色助联体”。

“即墨区供电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常年服务于

社会救助和公益慈善事业，主动加入‘红色助联体’，

针对困难群众居家用电难题，共同定制由街道办事处摸

排群众需求、区慈善总会出资、供电公司施工 3 方合作

方案，实现了供需对接精准、资源优势互补、社会救助

高效。”即墨区供电公司总经理何先生对首次合作的体

验感赞不绝口。

截至目前，“红色助联体”围绕群众多样化救助需

求，嫁接多个部门救助政策“暖心指南”资源，共引导

183 家社会组织承接救助项目。梳理服务、就业、资源

链接等 34 项政府救助清单、11 项社会服务事项，将为困

难群众提供多维救助。

创新破难、走在前列的工作理念，规范高效、常态长

效的运作机制，不仅让社会各界充分感受到了即墨区的

民 生 厚 度 和 政 策 温 度 ，更 体 现 了 社 会 救 助 的 新 时 代 含

义。即墨区将继续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用好“红色助

联体”平台，进一步统筹各类资源，持续开展社会救助共

建联建活动。织牢织密民生保障兜底之网，真正实现弱

有所扶、困有所助、难有所帮。

（数据来源：中共青岛市即墨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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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项城市

夜经济拉动农文旅
彩虹桥旁，小船荡漾，人头攒动；文旅园里，树影婆

娑，霓虹闪烁⋯⋯初秋的傍晚，河南省项城市付集镇双庙

村一派别样风情。

夜色降临，羊肉串、冰啤酒、小龙虾等夜市美食的香

味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徐徐微风里，村民周大姐走出

小院，来到池塘边，享受着喂鱼听歌的惬意生活。

“2 年前，我市开展下基层、解难题、办实事调研，村里

在外务工的村民提出想回家乡创业的想法，但苦于没有

项目。”双庙行政村党支部相关负责同志说。

今年入夏，项城市纪委监委继续组织开展“下基层、

解难题、办实事”大调研，双庙行政村党支部抓住机遇，

请来市里文化、市场、卫生、安全等部门专业人员来村里

实 地 调 查 ，多 方 商 讨 ，决 定 在 村 级 发 展“ 夜 经 济 ”，依 托

“农字文旅+坑塘经济”，乡村夜经济推动发展文旅园，促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双庙村因两座盛名已久的古庙而得名，全村人口 557 户

2764 人，现有耕地 2771 亩。这里地上无山水、地下无资

源、发展无产业，村民只能以传统种植为主。这几年，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双庙村

以特色文化为依托，对村庄进行全方位改造提升，成立

“夜经济+文旅园”产业园和种植合作社，走出一条“党建

引领为源、生态园区为基、休闲旅游为韵、乡村文化为魂”

的特色文旅文创小镇之路。

村民周大姐是双庙村发展“夜经济+农文旅”产业园

的受惠群众之一。2020 年，双庙村打造坑塘花海的时候，

她从贵州嫁到了双庙村，看见眼前的景象，想到了自主创

业，于是在双庙村建设了一个鸡鸭鹅养殖大棚，年收入达

到 4 万元。周大姐已经和村委会签订协议，自己也是美食

园肉类专供的小老板了。

在实施人居环境整治中，双庙村积极探索“一宅变四

园”新路径，对村临街废弃院落、残垣断壁等进行拆除改

造，因地制宜打造出一个个充满温馨和生机勃勃的小菜

园、小花园、小果园、小游园。

微风习习，荷池泛起微波，荷叶和花朵轻轻地摇曳。

沿着星空小道一路来到花田，各色花儿正展开“笑颜”迎

八方游客；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双庙村文旅园灯火璀璨、

热闹非凡。各种摊铺鳞次栉比、各类商品琳琅满目，让群

众流连忘返。夜经济成了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夜间游

玩、打卡、品尝美食的一个新地标。截至目前，双庙村集

体经济收入 20.4 万元，全村近一半农户从事乡村“农字

号”服务业，双庙村夜经济丰富群众夜生活，同时促进辖

区贫困人口家门口就业，壮大了集体收入。

（数据来源：河南省项城市付集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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