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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业保险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吗？


邵全权　郭梦莹

摘要：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引入随机变量冲击农业保险基准出险概率构造理论模

型，并基于贝尔曼方程值函数迭代的方法展开随机模拟，研究农业保险保费的构成结构各因素对农

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引入农业保险的基本模型优于只引入农业风险的模型。农业保险

基准出险概率、损失程度、市场势力提高会提高保费，但不利于农业增长；农业保险免赔率降低（保

障程度提高）也会提高保费同时有利于增长，农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变量

的对比。本文还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

农业保险赔付的提高都会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农险保费高于赔付的样本

中，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的提高都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增长。

关键词：农业保险　农业经济增长　农业保险保障程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迅速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明显

改善。在农业总体向好的同时，我国也存在着农业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农业经济发达地区

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差异较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

素。自然灾害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很多农业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土壤贫瘠、资源

匮乏的问题，并且大多气候干旱、水土流失严重，土地产出极不丰富②，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经济增长。

农业保险对解决自然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市场风险是指在农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供给

和需求变化和政策不确定性形成的不确定性，具体包括：农产品价格波动造成的风险、供求双方相对

力量变化导致的农产品可能滞销的风险、买方或卖方可能出现的违约行为带来的信用风险，以及由

于农业政策调整和变化带来的政策性风险，等等。农产品市场规模的变化、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的波

动、农业发展政策的变化都会导致市场风险的出现。胡宜挺、罗必良（２０１０）认为，狭义的市场风险就

是价格风险；广义的市场风险不仅包括价格风险，还包括技术风险、政策风险、体制风险等，可以等同

于交易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中，以及农产品价格的形成

机制越来越依靠市场，在国内外供求因素的作用下，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正在成为中国农产品生产

和销售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应看到，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双

重影响下，市场风险不断冲击中国农业的发展。我国自从恢复现代意义上的保险业以来，保险行业

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健全了保险制度，其运作方式符合市场运行规律，以农业保险管理农业市场风险

可以促使农业发展按照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农业保险一方面能够分散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迅速恢复受灾农户的生产，对于稳定农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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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是农业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可以促使农业

生产和销售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发展，进而促进农业发展，在解决农业市场风险的过程中农业保险的

作用突发出来。

通过对受灾农户进行经济补偿和风险分散，农业保险可以起到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经济发

展的作用。２００７年起，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陆续开展试点，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较大的贡

献。到目前为止，中国农业保险市场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据原保监会公

布的数据，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的风险保障金额达到２．１６万亿元；２０１７年，农业

保险开办区域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基本覆盖农林牧渔各个领域；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参保农户２亿户

次，保费收入达到４１７．１亿元，三大口粮作物承保的覆盖率超过７０％①。

２０１８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业发展与农业

保险是一个整体，农业生产暴露在风险下，以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农业风险破坏农业生产资料，影响农

业技术进步，对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制约，而农业保险能够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提振农业经

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因此，如果能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应对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中的积极

作用，将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鉴于此，研究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

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逐步提高，并与农林牧渔总产值同步增长，两

者呈正相关关系。农业保险能否发挥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本文阐述的关键

性问题。本文重点关注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可以从经济学有关理论角度厘清

农业保险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经济规律，在实践上对于农业保险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农业保险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农业保险稳定农户生产预期，提高农户抗风

险能力，从而加大农业生产投入、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种植高利润作物等；二是通过灾后经济补偿，减

少低效率生产。理论文献方面，Ｈａｚｅｌｌ（１９９２）认为，农业保险是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增加了农户投资

和生产投入，从而提高农业产出，但各国的实践经验说明农业保险的成本较高。Ｘｕ＆Ｌｉａｏ（２０１４）认为，

加入农业保险能够增加资本投入，农业保险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实证文献方面，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通过贵

州省数据发现了能繁母猪保险对扩大养殖面积的作用；王向楠（２０１１）着重研究农村银保合作对农业

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发现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虽然都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但两者未形成协同；周

稳海等（２０１５）和代宁、陶建平（２０１７）均证明了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但上述文献基

本都运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或运用区域性面板数据（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王向楠，２０１１；周稳海等，

２０１５），采用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

部分文献发现，理论上农业保险应当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然而实证分析表明并无明显促进作用。

如张跃华、张宏（２００６）认为，理论上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具有助推作用，但基于上海市数据的实证研

究表明，在当时的保障水平下，农业保险无法提高当地水稻产量。也有部分文献认为农业保险不仅

无法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反而阻碍农业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农业保险自身性质可能加强市场中的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市场扭曲，农业技术进步受抑制进而抑制农业生产效率改进（马述忠、刘

梦恒，２０１６）。由于农户把农业保险视为农业生产投入的替代品，购买农业保险后减少农业生产投

入，并对灾害损失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产出降低（袁辉、谭迪，２０１７）。江生

忠、张煜（２０１８）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的推动作用存在滞后效应，并且助力作用是复杂的，

—１９—

邵全权 郭梦莹：发展农业保险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吗？

①瑞士再保险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ｗｉｓｓｒｅ．ｃｏｍ／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ｃａｔ＿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ｍａｙ２０１７＿ｃｎ．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需要与农村信贷等政策形成合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现有文献中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研究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

文章较少，并且大部分实证文章采用区域性数据，较少从全国宏观层面探讨这一主题。与已有文

献相比，本文一方面建立了一个基于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包含同时引入农业风险与农

业保险的基本模型，以及只引入农业风险而不包括农业保险的模型，通过对其进行对比分析可以

突显农业保险的作用；另一方面，分析了农业保险重要参数的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理论

上丰富了现有研究缺乏关于农业保险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机制的文献。在实证研究中，基于

全国面板数据，分别以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农业保险保障水

平和补偿水平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使得实证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农业保险与农业经济增

长的关系。

三、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一）理论模型

本文首先构造基本理论模型，即同时引入风险与保险保障的模型，然后构造用于对比的参照系，

引入只有风险不含保障的模型。

１．基本模型。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农业风险和农业保险保障，同时引入

对农业保险基准损失概率冲击的随机变量，基于此分析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考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９）、Ｇｏｕｒｉｏ（２０１２）、陈国进等（２０１４）以及邵全权等（２０１７）有关假设，构造本文的理论模型。

本文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来自当期生存状态下的消费产生的效用，效用函数设定为：

ｍａｘ犈０∑
∞

狋＝０β
狋犮狋

１－γ

１－γ
（１）

其中，β为折现因子，犮狋为消费，γ为消费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根据巴罗（２０１０），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的特点：

犢狋＝ （犃狋犔狋）
１－α犽α狋 （２）

基于此，以人均有效产出形式表示的生产函数为：

狔狋＝犽
α
狋 （３）

其中，α为生产函数的资本份额，产出由消费、投资以及农业保险保费组成。

借鉴邵全权等（２０１７）的研究，在农业风险存在的情况下引入农业保险对犜犉犘和资本提供保障。

相应的模型把经济行为人对狋期产出的预期值界定为以下三部分的加权平均：农业风险发生状态下

的产出水平；农业风险未发生状态下的产出水平；在农业风险发生情况下被保险人获得扣除免赔基

础上的赔付。对引入农业风险与农业保险的生产函数也进行类似的设定。

以资本为例，在包含农业保险保障的农业风险的模型中，资本的动态变动规律为：

犽狋＋１ ＝狆狋（１－犱）［犻狋＋（１－σ）犓狋］＋（１－狆狋）［犻狋＋（１－σ）犽狋］＋狆狋犱（１－犿）［犻狋＋（１－σ）犽狋］

＝犫狋［犻狋＋（１－σ）犽狋］ （４）

定义犫狋为农业保险乘子：

犫狋＝狆狋（１－犱）＋（１－狆狋）＋狆狋犱（１－犿）＝１－狆狋犱犿 （５）

其中，犽为资本，犻为投资，σ为资本折旧率。狆狋＝狆狕狋，狆为农业保险基准出险概率，用来度量农业

保险出险概率的一般水平，狕狋是一个对农业保险基准损失概率冲击的变量，犱为农业保险损失程度，

犿为农业保险免赔率，相对地，（１－犿）为农业保险保障程度。

资本积累由投资和折旧后的资本构成，在人均层面上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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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狋＋１ ＝犫狋［犻狋＋（１－σ）犽狋］ （６）

狆狉犲犿狋为农业保险保费支出，设定为：

狆狉犲犿狋＝μ（１－犿）狆犱（犽
α
狋＋犽狋＋１／犫狋） （７）

其中，α为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份额，犽α狋＋犽狋＋１／犫狋为农业保险标的价值，狆犱（犽
α
狋＋犽狋＋１／犫狋）为农业保

险损失的纯风险成本，此项乘以（１－犿）表示扣除免赔后的净风险成本，μ为反映保险市场力量相对

强弱的参数，即农业保险市场力量会对保费的确定具有相应的影响（μ≥１）。

由式（７）可知，影响农业保险保费的主要因素为：农业保险基准出险概率狆，农业保险损失程度

犱，农业保险免赔率犿，以及农业保险市场势力μ。上述各因素的影响关系可以概括为：μ直接影响农

业保险保费，狆、犱和犿 既直接影响农业保险保费，又通过影响农业保险乘子犫狋间接影响农业保险保

费。通过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的农业保险保费进入相应的动态规划模型，可以直接模拟研究狆、犱、犿

和μ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上述界定可以构建离散动态经济系统模型，具体表述为：

ｍａｘ犈０∑
∞

狋＝０
β
狋犮狋

１－γ

１－γ

ｓ．ｔ．犽狋＋１ ＝犫狋［犫狋犽
α
狋－犮狋－μ（１－犿）狆狕狋犱（犽

α
狋＋犽狋＋１／犫狋）＋（１－σ）犽狋］ （８）

基于拉格朗日乘子法，以及一阶条件，得到消费的差分方程：

犮狋＋１ ＝ β犫狋＋１［（犫狋＋１－μ（１－犿）狆狕狋犱）犪犽狋＋１
犪－１
＋１－σ］

１＋犫狋μ（１－犿）狆狕狋｛ ｝犱

１
γ

犮狋 （９）

在理论模拟部分实际上研究了狆、犱、犿 和μ参数改变的影响，明确罗列了各参数影响农业经济

增长的不同可能性，如后文中模拟结果所揭示的，提高狆、犱、μ不利于农业经济增长，而提高农业保险

保障程度降低犿是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在实证分析中得到提高农业保险保费可以促进农业经济

增长的结论，实际上是对理论模拟结论的验证。

２．只有风险不含保障的模型。引入只有风险不含保障的模型：

ｍａｘ犈０∑
∞

狋＝０
β
狋犮狋

１－γ

１－γ

ｓ．ｔ．狔狋＝犪狋犽
α
狋

　　犮狋＋犻狋≤狔狋

　　犽狋＋１ ＝犪狋［犻狋＋（１－σ）犽狋］ （１０）

相应的模型为经济行为人对产出及资本的预期值，界定为以下两部分的加权平均：首先是农业

风险发生状态下的产出和资本水平，其次是农业风险未发生状态下的产出和资本水平。定义犪狋 为

农业风险乘子：

犪狋＝狆狋（１－犱）＋（１－狆狋）＝１－狆狋犱 （１１）

其中，狆狋＝狆狕狋，狆为农业风险基准出险概率，用来度量农业风险出险概率的一般水平，狕狋是一个

对农业风险基准损失概率冲击的变量。基于上述界定可以构建离散动态经济系统模型：

ｍａｘ犈０∑
∞

狋＝０
β
狋犮狋

１－γ

１－γ

ｓ．ｔ．犽狋＋１ ＝犪狋［犪狋犽
α
狋－犮狋＋（１－σ）犽狋］ （１２）

相应的贝尔曼方程为：

犞（犽狋）＝ｍａｘ０≤犮狋≤犪狋犽狋
犪
＋（１－σ）犽狋

犮１－γ狋
１－γ

＋β∫犞｛犪狋［犪狋犽狋
犪
－犮狋＋（１－σ）犽］｝φ（犱狕｛ ｝） （１３）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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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数校准

参考Ｇｏｕｒｉｏ（２０１２）、陈国进等（２０１４）、邵全权等（２０１７）的研究中有关参数假设，对数值模拟中涉

及的参数进行校准。本文数值模拟所使用到的参数涉及两个部分，分别是一般化的参数和与农业风

险农业保险相关的参数。一般化的参数主要参考现有文献的有关设置，根据王立勇等（２０１２）、庄子

罐等（２０１２），将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份额α校准为０．３。根据陈国进等（２０１４），将β的取值校准为

０．９５。参考李春吉、孟晓宏（２００６）、骆永民（２０１１）、陈国进等（２０１４），消费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γ校

准为０．５。考虑一般文献中将季度资本折旧率大多设定为０．０２５，本文采用年度资本折旧率校准为

０．１①。农业风险、农业保险相关的参数设置如下：农业保险基准出险概率校准为０．０５，农业保险损

失程度校准为０．３。由于数据限制，关于农业保险基准出险概率与农业保险损失程度的校准具有一

定的主观性，因此，在设置二者分别为０．０５和０．３的基础上，在后文的数值模拟中，还将尝试改变农

业保险基准出险概率与农业保险损失程度的参数值进行模拟，以此来分析不同参数值下对农业经济

增长的不同影响。假设不存在农业保险市场势力，参数μ校准为１。在后文的模拟中还将改变这一

限制，在存在不同程度的农业保险市场垄断程度和市场势力的基础上进行数值模拟。参考财产保险

免赔率的一般设定，将农业保险赔付免赔率校准为０．２，这样设置主要考虑到农业保险运行在一定程

度上与财产损失保险存在相似性。在保险实务领域，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车险条款

实行０．２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其他出险情况也基本围绕０．２的免赔率设定。假设对农险基准出险概

率的冲击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期望均值犿犲犪狀校准为０．０２，标准差δ校准为０．０２。考虑到巴罗等

（２０１０）将人口增长率狀和技术进步率狓分别设定为０．０１和０．０２，以及中国近期的人口政策与经济

增长中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人口增长率狀和技术进步率狓分别设定为０．０２和０．０３。

表１　参数校准

变量 α β γ σ 狆 犱

参数值 ０．３ ０．９５ ０．５ ０．１ ０．０５ ０．３

变量 μ 犿 犿犲犪狀 δ 狀 狓

参数值 １ 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三）数值模拟②

基于前文中构建的贝尔曼方程与相应的参数校准，本部分将展开数值模拟。数值模拟的研究主

线包括两部分：首先是有农业保险存在与否能否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其次是在农业保险

存在的基础上，探讨农业保险的主要构成要素，即农业风险基准损失概率、损失程度、市场势力、农业

保险保障程度等各类因素改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选取初始资本的第２００个点进行农业经济长期增长的模拟，模拟区间为６０个时间单位，基

本模型、只有风险不含保障的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人均有效资本和人均有效产出上升，之后二者均

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并保持稳定的发展路径，总资本和总产出则保持一直增长的发展态势。只有

风险不含保障模型的人均有效资本和人均有效产出较低，基本模型的人均有效资本和人均有效产出

较高。总资本和总产出也具有类似的规律，这说明农业保险的引入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此外，

数值模拟表明：农业保险基准出险概率狆提高不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农业保险损失程度犱提高不利

于农业经济增长；农险市场势力μ提高不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农业保险免赔率犿降低意味着农业保

险保障程度（１－犿）的提高，农险保障程度提高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４９—

①

②

审稿人指出，在参数校准中，农业与制造业不同，其各类要素的份额需要根据实际数据来校准。本文尝试改变

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份额以及年度资本折旧率的参数值，重新进行数值模拟，发现改变上述参数值的做法并未改变基

本结论。

为节约篇幅，模拟具体结果未报告，有兴趣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数值模拟的主要结论是：狆、犱、μ提高会提高农业保险保费，但不利于农业增长；犿降低（１－犿）提高

也会提高保费同时有利于增长。因此，上述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

狆、犱、μ提高不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另一方面，（１－犿）提高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最终保费对增长的影响

取决于上述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如果犿的相对力量更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可以产

生提高保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结果。综上所述，若农险保费的提高是由客观存在的风险提高（狆、犱提

高）以及市场势力提高（μ提高）所致，是不利于农业经济增长的；而若是由农业保险保障程度的提高（（１

－犿）提高）所致，此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当然，在现实中有可能存在上述两种力量

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此时占主导位置的力量会对结果产生最终的影响。

四、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需要指出，在模拟部分研究了上述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在实证分析部分，限于相

关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无法单独研究农业风险基准损失概率、损失程度、市场势力、农业保险保障

程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作为反映上述

变量综合影响的代理变量①。本文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狔犻狋 ＝α０＋α１狆狉犲犻狋＋∑β犼犡犻狋＋ε犻狋 （１４）

其中，狔犻狋为被解释变量，现有文献多数以农林牧渔总产值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叶初

升、邹欣，２０１６；张亦弛、代瑞熙，２０１８），因其能够反映第一产业的发展水平，本文首先对农林牧渔总

产值进行指数平减，之后再采用平减后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数犾犪犵狉犻犵犱狆衡量农业经济增长。

狆狉犲犻狋为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为了从不同的角度衡量农业保险的发展情况，使解释变量更具有

广度，本文分别以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数犾狆狉犲犿、本期农业保险赔付对数犾犮犾犪犻犿作为解释变量，

衡量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犡犻狋为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首先，以往研究农业增

长的文献中大多控制了农业要素的投入（杜江等，２０１６；孙圣民、陈强，２０１７；宋淑丽、王新利，２０１７），

本文使用农业播种总面积犾犾犪狀犱来衡量土地投入的数量，使用农用机械总动力犾狆狅狑犲狉作为农业机

械投入的代理变量。其次，考虑到农业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分别以农村固

定资产投资额犾狉犻犻犳犪衡量农村物质资本，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犾狆狉犻犿犪狉狔，以及农村高中及以上

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犲犱狌衡量农村人力资本。其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减去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再次，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体现了地区财政对于农业发展

的投入水平，是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本文也加入了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对数犾犪

犵狉犻犲狓狆犲狀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中有８０％左右来自各级财政支出，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把各省历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犾狊狌犫狊犻犱狔

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为平滑序列，除犲犱狌外，上述变量均取对数。

理论模型的分析表明，农业保险损失程度犱的提高不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在发生较大灾害的年

份中，农林牧渔产值可能会大幅下滑，而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可能会急剧上升，与损失较小年份的情况

差异较大。在农业生产中，巨灾风险及其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相比于巨灾没有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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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指出，本文此前只采用了本期农业保险保费作为反映农业保险的代理变量，但审稿人指出，采用当期值的合

理性以及只用这一单一指标并不足以反映农业保险，因此，本文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改为采用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

农业保险赔付来更加全面、科学的度量农业保险的发展情况。具体考虑如下：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

在一定程度的时滞性，往往当期缴纳的农业保险保费需要在未来风险事件发生的情形下才会起作用，因此，本文首先采

用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来度量这一影响；不同于农业保险保费度量了农业保险的缴纳情况，农业保险赔付是切切实实对

发生的农业风险的补偿程度，农业保险赔付发生在损失当期，因此，采用本期农业保险赔付从另一个角度度量农业保险

的发展情况。综上所述，本文最终选取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来全面衡量农业保险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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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时期，发生巨灾风险的时期对于农业生产会造成短时间内突然增加的风险损失，由此造成农

业保险的赔付也随之大幅波动，进而对农业生产本身和农业保险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巨灾风险

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本文构造了“是否发生重大灾害”这一虚拟变量，使用农业保险赔付／农业保

险保费收入构建该指标。如果该指标大于１，即当年的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大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则

认为当年发生了较大灾害，虚拟变量的取值为１；否则认为当年没有发生较大灾害，虚拟变量取值为

０。为了全面衡量巨灾的影响，本文拟从以下方面对其影响进行分析：按上述构建的“是否发生重大

灾害”虚拟变量作为实证分析中进行分组回归的标准，分为农险保费低于赔付样本与农险保费高于

赔付样本，分别考察在巨灾发生与否的情形下，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是否会发生变

化。按是否发生巨灾进行分组的设置，可以探究在重大灾害发生的年份中，农业保险保费、农业保险

赔付对于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否有所差异。

（二）工具变量

由于模型设定可能存在误差导致重要变量遗漏，或者某些数据难以观测和获得，直接按照设定

模型进行回归可能导致遗漏变量偏差；同时，农业保险保费、赔付与农业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相互影响

的互为因果关系，上述两种原因都可能使模型出现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误。农业保险保费、农业保

险赔付是内生解释变量，本文参考陈强（２０１４），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工具变量的选取必

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第二，工具变量与扰动项（或被解释变量）不

相关。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各省历年农业保险市场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①（以下简称 ＨＨＩ

指数）。一方面，农业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会影响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一般而言，农业保险竞争较

为激烈的市场公司数量较多，市场主体也会采取更积极的策略拓展市场，通常会促进农业保险的购

买行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更高，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不会直接影响农业

经济增长。农业保险的市场竞争程度（ＨＨＩ指数）主要取决于市场上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数量、农

业保险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单个公司对产品价格的控制程度、进入或退出行业的难易程度，而农业经

济增长都不直接影响这些因素，因而农业经济增长也不影响农业保险市场竞争程度。选择农业保险

市场的 ＨＨＩ指数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分省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农林牧渔总产值犾犪犵狉犻犵犱狆数

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主要解释变量上期农业保险保费犾狆狉犲犿、本期农业保险赔付犾犮犾犪犻犿 数

据由中国原保监会财险部农险处提供。控制变量中，农业总播种面积犾犾犪狀犱、农用机械总动力犾狆狅狑

犲狉、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犾狉犻犻犳犪、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犾犪犵狉犻犲狓狆犲狀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犾狆狉犻犿犪狉狔数据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犲犱狌数据来自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犾狊狌犫狊犻犱狔数据来自中国原保

监会财险部农险处。本文实证研究分为全样本、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以及农险保费低于赔付样本

三部分。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２。

表２　全样本、农险保费低于赔付样本、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的描述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农险保费低于赔付样本 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数 １５．１３ ０．１０ １５．１３ ０．１３ １５．１３ ０．１０

解释变量

上期农险保费对数 １０．６７ １．２７ １０．６２ １．２８ １０．６７ １．２７

本期农险赔付对数 １０．４７ １．２１ １０．６６ １．３４ １０．４４ １．１９

—６９—

①即农业保险市场所有竞争主体市场份额的平方之和，用以衡量农业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



续表２

变量
全样本 农险保费低于赔付样本 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农业总播种面积对数 ５．８３ １．１７ ５．８１ １．２６ ５．８３ １．１６

农用机械总动力对数 ７．６３ １．１０ ７．６８ １．２１ ７．６３ １．０９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１４．７８ １．２３ １５．１３ １．１９ １４．７３ １．２３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对数 ６．３８ １．１２ ６．４２ １．１６ ６．３８ １．１２

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４

农险保费补贴对数 １０．５９ １．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６７ １．１４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对数 １５．０８ ０．５９ １５．０６ ０．６０ １５．０８ ０．５９

工具变量

农险市场 ＨＨＩ指数 ０．６３ ０．２４ ０．６１ ０．２３ ０．６４ ０．２４

五、实证结果

考虑到数据具有面板数据的特征，接下来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与面板数据工具变量回归，并且分

别对上期农险保费收入、本期农险赔付和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数据样本分为全部数据、农

险保费低于赔付样本以及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三类。同时，为解决主回归中可能出现的因变量和

自变量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等问题，本文还采用了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以

保证主回归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一）上期农险保费、本期农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全样本）

表３和表４为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上期农险保费收入、本期农险赔付与农业经

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农业保险保费、赔付的增加均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工具

变量各检验结果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显示，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在面板工具变量回归中，

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险赔付为内生解释变量，而农业保险市场的ＨＨＩ指数作为工具变量具有

较强的有效性，此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性。表３显示，ＯＬＳ回归中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

济增长的系数为０．０１１６，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的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４９５，但均不显著；而面板固定效应和面板工具变量回归中这一系数分别为０．０２３２和０．０６５８，并

且回归结果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就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工具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而言，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可以显著提高农业经济增长。

表３　上期农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全样本）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ＩＶ 面板固定效应 面板ＩＶ

变量 平减后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数

上期农险保费对数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６６０）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２２７）

农业总播种面积对数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５５０）
０．５６５７

（０．０４６３）

０．５２３４

（０．０５４１）

农用机械总动力对数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２４２）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０）

—７９—

邵全权 郭梦莹：发展农业保险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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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ＩＶ 面板固定效应 面板ＩＶ

变量 平减后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数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对数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４２８）
－０．２４７２

（０．０５７６）

－０．２６３８

（０．０６２４）

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０．６９７６

（０．１９３７）

－０．７８３５

（０．２４５８）

０．１１５２

（０．１７１０）

－０．０４７８

（０．２０１２）

农险保费补贴对数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９２）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对数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４８８）
０．２０７１

（０．０１６２）

０．１５３０

（０．０３２３）

常数项
１４．１１７０

（０．２８５３）

１４．３２８３

（０．４５８８）

９．６２０１

（０．５２５３）

观测值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７

省份数 ３１ ３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检验值） ０．４５ １４１．０８ ４．５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显著性） ０．５０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７

　　注：括号内为样本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本文还就内生性进行了 Ｈａｕｓ

ｍａｎ检验，并分别报告了检验值和显著性。下同。

表４显示，本期农业保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长基本呈正向的影响。具体而言，基于ＯＬＳ回归结

果显示本期农业保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为０．０３０４，并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基于工具变量

回归、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面板工具变量回归的这一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０９６９、０．０１和－２．５５３６，但

都不显著。这说明，就ＯＬＳ模型的回归结果而言，本期农业保险赔付可以显著提高农业经济增长。

表４　本期农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全样本）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ＩＶ 面板固定效应 面板ＩＶ

变量 平减后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数

本期农险赔付对数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９６９

（０．１２９９）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２．５５３６

（２０．８８５８）

农业总播种面积对数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４２６）
０．５８５６

（０．０４７０）

１．４０６９

（６．７９１０）

农用机械总动力对数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２２３）

－０．８３５５

（７．００４４）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４９）

０．３２８５

（２．５５０３）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对数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３２１）
－０．２３４２

（０．０５９０）

－１．２３３７

（８．２７２７）

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０．６８８８

（０．１８７０）

－０．７２７３

（０．２０９７）

０．１９９５

（０．１７３２）

１．３７０５

（１０．４６０６）

农险保费补贴对数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６２２

（０．１０７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８）

１．７４２４

（１４．１９２２）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对数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５３３）
０．２２９６

（０．０１４９）

２．０４６７

（１４．８０８１）

常数项
１４．１５３４

（０．２８８２）

１４．３７５２

（０．５０７９）

９．１９３２

（０．５１８５）

观测值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７

省份数 ３１ ３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检验值） ０．３５ １３８．２８ ９．２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显著性） ０．５５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３

—８９—



　　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在某些回归中，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

都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模型中体现出不同的显著性。由理论模型中界定的公式可知，

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本期农业保险赔付能够反映农险基准出险概率狆、损失程度犱、农险市场势力μ
和农险保障程度犿各因素。在现实中，上述各因素的变化可能出现不同的组合，在此仅从较为常见的

情形入手分析。一方面，如果农业风险管理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可以降低客观存在的农业风险，降低农

业风险损失概率狆与农业风险损失程度犱。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垄断属性，如果可以在农业保险

市场适当的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农业保险的市场势力μ，此时会导致保费降低。数值模拟显示，由狆、犱、

μ提高造成的保费降低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风险的认知和农业保

险的发展导致农业保险保障程度（１－犿）提高（犿降低），农业保险赔付和赔付率提高，保障程度提高客

观上会提高保费，而由数值模拟可知，保险保障程度（１－犿）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提高农业

保险保障程度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上述两种效应会分别降低农险保费和提高农险保费，如果保险

保障程度（１－犿）促进农险保费的效应超过狆、犱、μ降低农险保费的效应，就会出现提高农业保险保费、

提高农业保险赔付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结果，与本部分实证研究结论相吻合。需要指出，现实中会存

在上述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其他组合，限于篇幅，同时考虑到代表性问题，不再赘述。

（二）上期农险保费、本期农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农险保费高于赔付子样本）

表５到表６分别是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下，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与农业经

济增长的回归结果。本文使用平减后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数代表农业经济增长。

表５为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的回归结果。农业保险保费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说明在此样本中提高农业保险保费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具体而言，采用ＯＬＳ回归上期农业

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系数为０．０１０３，采用工具变量回归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

系数为０．１０８６，但均不显著；基于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系数为

０．０２４５，基于面板工具变量回归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系数为０．０６０２，上述回归分别

在１％和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５结果可以发现，在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的回归中，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工具

变量模型的结果显示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５　上期农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

ＯＬＳ ＩＶ 面板固定效应 面板ＩＶ

上期农险保费对数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７７）

０．１０８６

（０．１１５２）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２４２）

农业总播种面积对数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２８９）

－０．１０６６

（０．０７４９）
０．６２６９

（０．０５７６）

０．５８９９

（０．０６４０）

农用机械总动力对数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２３４）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６０）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对数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５９５）
－０．２４４１

（０．０５８８）

－０．２４６９

（０．０６０８）

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０．６６７２

（０．１９６２）

－０．８１４５

（０．２９０３）

－０．０１６５

（０．１７７２）

－０．１２８６

（０．１９６３）

农险保费补贴对数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９６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１３５）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对数

０．０８６８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５８７）
０．１９８８

（０．０１６５）

０．１６１９

（０．０２８９）

常数项
１３．９０６９

（０．３０１１）

１４．３５４５

（０．６０６７）

９．４６６１

（０．５５９８）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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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１） （２） （３） （４）

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

ＯＬＳ ＩＶ 面板固定效应 面板ＩＶ

观测值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８２

省份数 ３１ ３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检验值） １．１５ １１３．７２ ２．６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显著性） ０．２８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１

　　注：由于农险保费小于赔付情形下样本量过小，只有２５个观测值，并且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系

数都不显著，因此不予报告相关结果。下同。

表６为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的回归结果。在ＯＬＳ回归中，本期农业保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

长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４２９，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而在工具变量回归中这一影响系数为０．２５４４，面板固

定效应回归和面板工具变量回归中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０１０５和０．５０７５，但均不显著。从表６结果可

以发现，在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的回归中，ＯＬＳ模型的结果显示本期农业保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

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６　本期农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

ＯＬＳ ＩＶ 面板固定效应 面板ＩＶ

本期农险赔付对数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２０６）

０．２５４４

（０．２８２６）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１１３）

０．５０７５

（０．７４６０）

农业总播种面积对数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８３５

（０．０６０９）
０．６４８６

（０．０５８６）

０．４７６２

（０．３３６７）

农用机械总动力对数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８０３）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２３４）

０．２００５

（０．２８７６）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４８６）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对数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３３６）
－０．２４０６

（０．０６０４）

－０．１６６１

（０．２４９０）

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０．６７０５

（０．１８８９）

－０．７６２６

（０．２６６４）

０．０５４５

（０．１８００）

－０．２１８７

（０．７７９４）

农险保费补贴对数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２２８）

－０．２２８２

（０．２７０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９）

－０．４１８６

（０．６３２１）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对数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６９９）
０．２１９０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１７４

（０．３５８８）

常数项
１３．９６４３

（０．３０９０）

１４．４７８６

（０．７５４４）

９．０７６８

（０．５５６０）

观测值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８２

省份数 ３１ ３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检验值） ０．９７ １１１．５６ ６．０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显著性） ０．３２５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９

（三）联立方程模型

为保证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３ＳＬＳ回归。① 回归结果显示，在全样本

和农险保费低于赔付样本、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中，上期农业保险保费均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相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３３、０．０６５１和０．０２６３，并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本期农业保险赔付对

—００１—

①篇幅所限，本文并不报告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农业经济增长也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３０、０．０４４４和０．０２７０，全样本、农险保费低

于赔付样本以及农险保费高于赔付样本的结果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就具有显著性的结果而言，

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前文中单方程回归较为接近。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引入一个含有随机冲击的贝尔曼方程来构造理论模型，并进行基于动态规划值函数迭

代算法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提高农业保险的基准出险概率狆、损失程度犱、农险市场势力μ会降

低人均有效资本和人均有效产出，不利于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降低免赔率犿 可以

提高人均有效资本和人均有效产出，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在上述影响农业保险保费的各关键

因素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组合，结果会造成农业保险保费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不同影响。在实证

研究方面，基于中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分省面板数据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

业保险赔付的提高都会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农险保费高于赔付的样本中，上

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的提高都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增长；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显示，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与农业经济增长正相关。上述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保障

程度（１－犿）与狆、犱、μ降低均具有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

理论分析表明，降低基准农险出险概率和损失程度，在农险市场积极引入竞争降低市场力量，可

以降低保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险保障程度可以提高保费，同时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现实中

由于近年来重大农业灾害频繁发生，基准农险出险概率和损失程度可能会出现上升的趋势，造成农

险保费提高并阻碍农业经济增长，并且由于农险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属性可能保持一定的市场势

力，这时就需要通过加强农险保障程度降低农险免赔率，使得此效应超过基准农险出险概率、损失程

度提高和农险市场势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具体操作层面，一方面，可以通过推广农业

风险管理的理念与方法，在农业生产中进行防灾减损工作，降低农业风险的出险概率和损失程度，同

时通过在农业保险市场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降低农业保险市场的市场势力；另一方面，可以不断加

强农业保险的保障程度，提高广大农户的风险意识，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推广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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