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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及其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在中国博士后(一等)科学基金、云南省省院
省校课题基金和云南省保险学会课题基金资助下，由钱振伟教授及其团队对省农业厅、林业厅(森林防
火指挥部)、曲靖、玉溪、呈贡、西双版纳、人保财险云南分公司、阳光财险云南分公司进行调研基础
上，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农业保险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系统利用信息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制度
经济学等理论对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理论分析；在深入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借鉴国内
外农业保险实践经验同时，充分利用先进精算技术，特别是模型选择技术评估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和测
算准备金(如用MCMc方法计算Lv测度及其修正单产波动模型等)，密切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在农业保
险的经营模式、服务体系建设和创新功能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推进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方式
转变的政策建议。
这不仅是第一次对云南省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成果，对进一步深化农业保险相关工作
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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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共选择与其服务体系的关系。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中，公共选择显示偏好是整个体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体系中的行
为主体存在紧密联系，影响着整个体系的效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成事实上的一种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共选择机制是管理体制的核心和精髓。
从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市场分析，农民既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产权的主体，又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产权的
最终拥有者和受益人。
当前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和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唤醒了农民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决策的参与
意识；也随着农民政策性农业保险知识普及和政策辨别能力的提高，居民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的
政治诉求和能力也有所提高。
农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满意度则用脚投票，满意则积极参保，不满意则不参保，如云南省的奶牛保险
覆盖率只有7.8%左右，能繁母猪保险覆盖率达到76.6%，具体见表2-2。
可见，居民既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共选择主体，又是农业保险政策决策的监督主体。
合理和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高效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平性
和正义性的根本途径。
政府应设计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共选择偏好显示机制，服务职能向社会下放、转移与归还，实现政
策性农业保险服务流程再造，积极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做好灾前预防工作，增强农
业的减灾防灾能力，提升社会福利。
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政府失灵，而且可以为居民参与农业保险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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