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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开） 

常 州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常财复〔2021〕65号 

 

 

关于对常州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 064 号的答复 
 

丁彩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我市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

我局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对您提出

的建议进行专题研究。现提出如下答复意见： 

一、常州市农业保险基本情况 

（一）政府与市场边界进一步厘清。2019 年 1 月 1 日，我

市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政府与保险机构“联办共保”转为政府指

导下的保险机构独立承保，地方政府不再参与保费收入分成、不

再分担赔付责任，逐步让市场的力量在农业保险发展中起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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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当年相继印发《原政府分担份额承接指导意见》《农业

保险经办机构选择指导意见》《农业保险机构监测评价指导意见

（暂行）》等一系列文件，市场化经营模式“四梁八柱”的总体

框架制度基本形成，良好、稳定的政策预期推动保险机构之间开

展良性竞争与合作。 

（二）农业保险聚焦高质量发展。2020 年，在省统一部署

下，立足我市实际，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常政办发〔2020〕89 号），成立由市财政局、市农业

农村局牵头，常州银保监分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等部门组成的常州农业保险工作小组，持续推动农业保

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三农”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

求。围绕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三年目标，2020 年度，全市农业

保险深度 1.01%，密度 724.46 元/人，三大主粮农业保险覆盖面

76.29%，基本完成省定目标。（省定三年目标具体为：2020 年，

水稻、小麦、玉米 3大主粮农业保险覆盖率达 80%以上，农业保

险深度达 0.94%，农业保险密度达 520 元/人；2021 年三项指标

目标分别为 80%、0.97%、550 元/人；2022 年分别为 80%、1%、

550 元/人） 

（三）农业保险保障外延不断拓展。全市农业保险险种已基

本涵盖我市种植养殖业主要品种，保险责任已基本涵盖我市发生

较为频繁和易造成较大损失的灾害风险，参保对象已基本涵盖从

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的各类主体。累计开设粮食作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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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林果、水产等 43 个政策性和商业性农险产品。2020 年，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经验在全省33个10亿斤粮食主产县推广试

点；溧阳市、金坛区主要粮食作物纳入部、省大灾保险试点；水

稻种植补充保额保险、青虾养殖保险、翠冠梨价格指数保险等创

新险种不断涌现；虾稻共作小龙虾、果树种植、小麦收割期降雨

指数、螃蟹养殖气温指数等一批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继推出，为政

策性农业保险险种提供了有益补充，有效拓宽了农业保险的深度

和外延。 

（四）农业保险保障功效普惠共享。作为农业生产“稳定器”，

种养业农户抵御风险的“保护伞”，农业保险积极应对自然灾害

和养殖业疫情灾害，其保障功效进一步彰显。2020 年，全市农

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 1.58 亿元，因灾理赔 8345 万元，年度赔付

率 52.78%，其中种植业出险 31.84 万亩，养殖业出险 85.18 万

只（羽、头），农机设施 280 台（套），商业险赔付率达 280%。

“十三五”期间，累计因灾理赔3.98亿元，综合赔付率达61.99%，

共惠及出险农户 10.57 万户；2015-2016 年，我市冰雹、强降雨

等灾害性天气频发，仅 2016 年全市农业保险赔付率就达 148%。 

（五）机构选择政策不断调整。从《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

落实〈农业保险条例〉的通知》（苏政办发〔2013〕75 号）中

“每个县（市、区）只能选择 1家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到《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通知》（苏政办

发〔2018〕92 号）中“支持各地适时组建竞争性农业保险共保



 

—  4 — 

体”，各辖市、区农业保险机构也由保险机构独家承包向共保体

转变。我市保险机构选择由县级为实施主体，始终遵循市场规律，

同时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市场稳定性，鼓励有资质、服务好、网络

（点）全的保险机构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引入良性竞争机制。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紧紧围绕农业保险深度、密

度和三大主粮保险覆盖率，持续推动全市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2021 年起，对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基础保险保费，各级财

政实施全额补贴；小麦、玉米、油菜保险金额增至 700 元/亩，

确保粮食作物应保尽保；继续推广水稻种植扩展保额保险和水稻

收入保险试点；围绕保险深度、密度目标，逐步提高地方特色优

势农产品和高效设施农业的保险保障水平。 

（二）推动保险机构产品创新。支持商业险险种开发与创新，

深入实地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种养农户保险需求，通过政策引导，

推动各保险机构结合精算手段及大数据分析，开发适合地方特色

和农户急需的保险产品。加强与银行、评级评估等金融机构的合

作，形成金融风险共担机制，作为金融增信的担保方，充分发挥

保险保障功能，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消除广大农户“不

愿贷、不敢贷”的后顾之忧。   

（三）优化保险机构遴选政策。2020 年底，财政部会同农

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遴选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金〔2020〕128 号），保险机构遴选政策有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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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省级财政、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保险机

构遴选工作，也可以委托设区市政府相关部门遴选保险机构”，

“县级行政区域保险机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3家，最多不超过 5

家”。待省遴选政策印发后，我市将落实部、省政策，启动相关

辖市、区农业保险机构遴选工作。 

（四）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引导保险机构的基层网点逐步实

现乡镇（涉农街道）、村居（涉农社区）保险服务全覆盖，推动

保险机构优化完善服务体系，通过加强协保员队伍建设、健全宣

传组织架构等方式，真正做到“机构到县区、网点到乡镇、网络

到村组、服务到农户”，落实保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加强

市、辖市（区）农业保险查勘理赔专家库建设，定期组织专家进

行系统性培训，加强对农业保险查勘理赔指导，对重大疫情、灾

情评估。 

（五）搭建农险工作信息共享平台。整合财政、农业、林业、

保险监督管理等部门以及保险经办机构的涉农数据和信息，不断

提升农业保险信息化水平。通过搭建农险工作信息共享平台，为

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机构、保险公司建立良性互动提供有力的系

统支持。一是实时共享农险业务承保数据，帮助各方及时了解、

监测市场动态，提高农险工作的前瞻性，加强风险监测的预判性。

二是作为政策措施的宣导窗口，第一时间发布政府最新出台的政

策措施，并给予适当的解读，帮助农户更了解惠农政策，提高保

险意识，激增农户保险需求。三是作为农户反馈市场真实情况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