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农业保险研究

*
*

 

) ) ) 以江苏省为例

t 姜  岩  褚保金

  内容提要:本文从交易成本视角分析我国当前农业保险制度,结果表明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

高是导致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江苏自 2007年在全省范围试点 /联办共保 0农业保险

模式,其在降低农业保险交易成本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国际上 /信贷 + 保险0的银保互动机

制、相互制保险以及指数保险等创新性的农业保险模式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做法也给未来农业

保险的发展带来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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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

三大支柱 (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 )之一,

根据国际经验来看,作为分散农业风险及经济损失

的一种机制,特别是作为一种对农业适度保护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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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惯例,农业保险不仅是农业生产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已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非价格农业

保护工具之一。

然而,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长期处于 /供给不
足、需求有限 0的发展困境中 (冯文丽, 2004 )。

A rrow ( 1963)研究表明影响风险转移的三个主要原

因是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N elson &

Loehrnan( 1987)认为在理论上农业保险是一种有

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由于信息的缺乏和激励不相

容,实际上,农业保险很难实现最优,从农户向政府

或保险公司风险转移的成本非常高。国外对于农

业保险的研究主要是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

度进行的 (M akki& Agap iSomwaru, 2001)。国内学

者 (史建民和孟昭智, 2003; 张跃华、史清华、顾海

英, 2007)研究发现,保险费率过高, 险种设置不能

满足农户要求,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 农业保险消

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及农户收入中种、养业

收入水平及份额的急剧下降, 农业自然风险在影响

农户正常生活的各种因素中并不显著, 在保障水平

不高 (低于 70% )的情况下农民对这种补偿收入的

预期很小等因素是农业保险需求 /不足 0的主要原

因。冯文丽 ( 2004)认为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

和供求的双重正外部性是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

般原因, 而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

缺乏制度供给。

鲜有文献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农业保险的

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得农业保险供给者面临高监督成本和高赔付损

失的两难选择, 从而最终提高了供给者的经营成

本, 破坏了保险筹集资金的功能, 交易成本过高也

是农业风险不完全转移的重要原因。同时,不仅供

给者面临着高交易成本,需求方的交易成本也比较

高。因此,本文主要探析农业保险过程中的交易成

本及其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 以江苏 /联办共
保0的农业保险模式为例分析在降低交易成本方

面的做法,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制度安排, 提出基

于交易成本的农业保险创新模式。

二、交易成本与农业保险供需关系 ) ) ) 理论分析

  交易成本可以看成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

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成本、监督成本

和制度结构变化成本等, 保险交易成本实际上也就

是保险制度成本。保险交易成本产生于保险交易

的过程,包括制定和执行各类保险合同的交易成本

(其中最主要的是保险产品的买卖交易 )、保险市

场主体内部的交易成本 (管理成本 )和保险监管交

易成本 (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监督 )三大类。保险市

场效率主要取决于这三类交易成本的大小。而在

农业保险领域内主要的交易成本存在于前两类,即

农户和保险公司交易过程中的成本, 包括事前筛

选、事后监督, 正是由于此过程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以及农户居住的分散使得交易成本很高。

Makki( 2002)认为农户风险的差异源于农地

的位置特征以及农户的管理能力, 因而农户比保险

公司对作物产量的信息更为充分, 信息不对称带来

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尽管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并不是农业保险中独有的,但问题在于由于获

取信息和监督的成本太高,保险公司难以从真正意

义上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空间距离和

时间距离的存在使得农户难以真正信任保险公司。

空间距离是指保险公司的网点大多数设在相对发

达的城镇,而农户多工作或生活在分散的农村; 时

间距离是指保险的赔付与缴费之间一般存在较长

的时间滞后期, 而很多低收入者挣扎在生存的边

缘, 无暇顾及未来的不确定风险。同时, 由于保单

的管理和交易成本并不取决于保险金额大小,每张

保单的管理和交易成本相对固定,这就为保险产品

的价格设置了下限。如果再考虑到低收入群体居

住分散、人口密度相对较小, 交易成本会更高

(M eessen, C riel& Kege ls, 2002)。

正是由于农业保险高交易成本的存在对供需

两方均产生了抑制,这也是很多学者研究认为仅通

过政府的保费补贴对提高农作物参保率的作用有

限的原因。从部分国家的农业保险经营来看,即使

像美国、加拿大等对农业保险投入巨大的国家, 参

保率也没有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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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保险交易成本实证分析

(一 )农业保险交易成本定义

欧阳青东 ( 2008)将投保人承担的超过保险精

算公平保费的资源消耗定义为保险交易成本, 包括

时间和财富的消耗。具体而言,保险交易成本包括

显性交易成本和隐形交易成本。显性交易成本即

保险费中超过精算公平保费的保险费支出。投保

人一般不知道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约中多大比

例属于显性交易成本,但可以用保险公司损益表的

资料间接测算出显性交易成本。对某个保险产品

来说, DTC= 1- q( A
i
) = 1- A

i
2 /A

i
1,其中, DTC为单

位保费的交易成本比率, A
i
1为投保人支付的保险

费, A
i
2为保险公司的保险赔款。实际上,显性交易

成本与附加保费在数量上相等。显性交易成本可

以用投保人的保险费乘以交易成本比率得到。当

A
i
2 /A

i
1 = 1时, 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入全部用于保

险赔偿,相当于信息对称或同质消费者的情形;当

A
i
2 /A

i
1 = 0时, 保险公司只收取保险费但没有支付

任何保险赔偿。如果得知总的保险费收入和保险

公司的赔偿比率,就能很容易地根据上式衡量保险

交易的效率,即单位风险保障耗费了多少显性交易

成本。欧阳青东 ( 2008)认为定义显性交易成本的

好处是,虽然并不能准确知道每个保险客户究竟承

担了多少显性交易成本, 但能通过计算保险公司的

显性保险交易成本来衡量保险交易效率,即有多少

资源是用于保险保障的。

除了显性交易成本之外, 投保人还需要承担不

能在保险费中得到反映的资源消耗,即投保人购买

保险进行风险转移的总成本 C与保险费 P的差额,

将其定义为隐性交易成本, 其可以表述为: ITC=

C- P。隐形交易成本只能知道理论上有这部分交

易成本存在, 但很难估算出其实际水平, 且不包含

再保险费中,因此称之为隐性交易成本。隐性交易

成本包括保险的挑选成本、健康及财产检查、达成

交易后投保人按照保险人的要求增加安全保障的

支出等, 为此交易成本支出是比较确定的, 但不能

进入保险费。交易成本支出不但不进入保险费, 而

且可能是不确定的, 但同样要产生实质的资源

消耗。

(二 )农业保险显性交易成本测算

从表 1看出,最初农业保险显性交易成本占保

费收入的比例较低,如果不考虑隐性交易成本的差

异, 农业保险的显性交易成本相对一般财产险而言

是比较低的, 因此, 2004年以前的农业保险市场中

农业保险的供给不足。但是,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

市场 /供给不足、需求有限 0的市场失灵状况得到

一定的改善,农业保险显性交易成本超过了一般财

产险的交易成本,保费收入中超过精算公平保费的

保险费支出比例逐步增加,保险公司用于风险保障

的保费收入 (超出赔款支出的部分 )逐步增加, 农

业保险供给量和覆盖面也在不断提高。 2007年,

全国农业保险中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承

保覆盖面分别达到 52112%、19141%、44112%、
25156%和 78112%。

表 1 我国农业保险显性交易成本

项目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均值

受灾面积 (万公顷 ) 4711190 5450160 3710160 3881180 4109110 4899120 3999100 4394160

成灾比率 (% ) 57198 59179 43192 51143 59194 51116 55172 54128

保险费收入 (亿元 ) 4176 4146 3189 7168 8146 51194 110168 27141

赔款支出 (亿元 ) 3160 3147 2196 5171 4127 28195 64114 16116

损失比率 (% ) 75169 77174 76115 74141 50142 55174 57195 66187

显性交易成本 (% ) 24132 22126 23185 25159 49158 44126 42105 33113

财产险交易成本 (% ) 48104 45122 47189 45134 47118 48177 39130 4519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2003) 2009)及中国保险年鉴 ( 2003)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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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交易成本的农业保险创新 ) ) ) 江苏实践

  江苏省自 2007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业保险

试点以来,农业保险显性交易成本不断增加, 保险

公司用于风险保障的保费收入 (超出赔款支出的

部分或精算公平保费 )逐步增加,农业保险承保覆

盖面也不断增加。与全国数据相比较, 江苏省平均

显性交易成本为 41154% , 高于全国 33113%的平
均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江苏省的成灾比例较低,

另一方面是江苏省采取的 /联办共保 0模式, 通过

对保险公司和基层政府的管理费补贴, 能够很好地

利用 /公0、/私 0两者的优势降低农业保险经营中

的交易成本, 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农业保险的参

保率。

江苏农业保险的参保主体以小规模农户为主,

加之农村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 农业保险的交易

成本非常高。对此,江苏省在农业保险模式设计中

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激励基层政府参与到农业保

险中,并降低了农业保险交易成本。其主要的制度

设计是:

11发挥基层政府特别是村委会的宣传动员
能力, 部分地区采取以村为单位投保, 短期内迅

速提高了农业保险参保率。从实际参保情况来

看,苏北地区的种植业保险参保率大多在 80% ~

90%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 95% 以上, 大规模的参

保率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便是能够减低农业保险

经营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农户不能仅仅选择受灾

可能性大的地块进行参保。美国有资料表明, 由

于逆向选择引起的赔款损失占总的保险赔款支出

的 3% ~ 6%, 对一些主要种植业险种甚至高达

10% ~ 15% (庹国柱、李军, 1996)。同时, 对于分

散的小规模农户参保, 在基层乡镇没有建立大规

模的农业保险网点的情况下, 如果采取自愿参保

的方式, 则交易成本非常高, 村委会的动员宣传

对于小规模农户无疑显得尤为重要。

表 2 江苏农业保险显性交易成本

项目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均值

受灾面积 (万公顷 ) 16813 17114 16412 4917 ) )

成灾比率 (% ) 4416 5519 3711 5512 ) )

保险费收入 (亿元 ) 01012 01024 4154 10195 11187 5148

赔款支出 (亿元 ) 01015 01014 2102 3123 3141 1174

损失比率 (% ) 130100 59157 44149 29150 28172 58146

显性交易成本 (% ) -30100 40143 55151 70150 71127 41154

财产险交易成本 (% ) 41178 34165 45134 33118 ) )

  数据来源: 5中国统计年鉴6、5中国保险年鉴 6和5江苏统计年鉴 6 ( 2006) 2009)以及江苏省财政厅统计报告

  21运用保险管理费补贴, 在乡镇及行政村建

立农业保险服务站, 同时配备专职农业保险业务

员,增强保险渗透力,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覆盖网络。

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共

办,农业保险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乡镇工作

人员或村书记,对农村地区的情况非常了解, 其主

要职责在于加强农业保险政策宣传,提高农户参保

积极性;及时传递农业受灾情况, 承担农业保险理

赔工作。这对于降低农业保险运营中的道德风险

非常重要。道德风险在农业保险运行中普遍存在,

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如生产者故意欺骗以从农业

保险中得到不应该得到的额外利润,或者通过伪造

受灾信息增加赔偿的可能性,使用不当的农作物经

营措施以期获得保险赔付,受灾后不采取积极的补

救措施等。一般来讲,获取广泛的信息来消除道德

风险的成本非常高。但是,江苏省广泛建立的农业

保险服务站协调社会资源 (如专业定损人员 )能够

及时准确地掌握基层农业保险经营情况, 加强监

督, 通过获取相关信息有效化解保险公司和农户之

间的空间距离,缓解了保险公司和农户之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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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最终降低了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

五、国际农业保险模式及启示

  一个有效率的保险制度应使风险能够在保险
市场上充分进行交易, 满足投保者分散、转嫁风险

的需要,实现风险的优化配置。本文分析显示,农

业保险中的交易成本明显降低了农业保险制度的

效率,使得保险市场供需均受到抑制。因此, 进行

基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才有可能找到提高农业

保险市场效率的路径,国外农业保险模式对于现阶

段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多启示。

(一 ) /信贷 +保险0的银保互动机制
印度实施的综合作物保险计划的一个特色是

与农作物短期贷款相联系并在同质地区的大面积

保险的方法上实施。在该计划中, 从金融机构获得

生产粮食作物和油菜籽的贷款的农户必须强制参

与, 保额限定在贷款额的 100%之内且每个农民不

超过 1万卢比,对非贷款农户采用自愿的形式。

信贷和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降低交易成本和

转移农户风险方面是有效的。首先,对于发放贷款

的银行机构而言有足够的激励将其贷款和保险公

司的业务相结合,在农业生产遭遇自然灾害或者借

款人出现意外事故时,可以降低其贷款风险; 其次,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空间距离的存在使得信息不对

称的程度很高,如果其将业务和银行结合, 乡村地

区银行较高的覆盖面可以保证其能降低信息不对

称的程度,同时在收缴保费和勘查理赔过程中降低

交易成本;对于农户而言可以起到降低农业生产风

险、保障收入的作用,同时,由于减少了贷款拖付的

风险,银行将对农民提供更优惠利率的贷款。而从

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机制并不需要对现有

的农业保险制度进行太大的变化, 仅需在保险公司

和银行之间建立合作机制,银行可以成为保险公司

的代理机构,最大程度地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

(二 )相互制保险

相互制保险是微型保险 (M icro insurance)中最

主要的模式, 相互制保险公司类似于合作制机构,

由其会员所有, 遵循 /一人一票 0的原则。在实际

运行中的形式有三种: ( 1)独立的相互制保险公

司, 其不隶属于任何其他机构, 比较典型的有菲律

宾的 CARDMBA、斯里兰卡的 Yasiru M utua l Prov-i

dent Fund; ( 2)隶属于储蓄和信贷合作社 ( Sav ing

and C red it Cooperatives, SACCO)的分支机构, 仅向

合作社内部会员提供保险服务; ( 3)作为相互保险

协会的分支机构, 比较典型的有 Un ion Techn ique

de laM utua liteM alienne( UTM )。后两者形式的差

异主要是前者只是将相互制保险作为其附属产品,

类似于 /信贷 + 保险 0的模式, 而后者是单独向其

会员提供保险产品。

相互制保险具有的优点: ( 1 )不以营利为目

的。相互保险公司以互助合作为宗旨,在经营中没

有赚取利润以及对股东支付股息的压力, 非营利性

与合作性要求其追求被保险人的利益最大化,大大

减少了各种成本支出。 ( 2)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

人兼具被保险人和公司所有人的双重身份,可以有

效地降低委托代理问题引发的组织成本, 减低信息

不对称的程度, 这是相互制保险公司的主要优势。

( 3)相互保险公司可以省去很多中间代理的环节,

降低了销售成本。这一点对高需求价格弹性的农

业保险产品来说尤其重要。目前,我国农业以个体

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地域广阔而分散。而保

险公司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建立较多

的分支机构无疑会增加组织和交易成本。建立农

民互助合作的相互制保险组织, 不仅资金要求较

少, 手续也大大简化, 由此带来的成本下降有利于

吸引农民参与 (谢汪送、郑美华, 2007)。因此, 相

互制保险特别适合于低收入农户。

(三 )指数保险

指数保险是根据某地区农作物的产量或某些

目标天气事件 (如农作物特定生产期的气温和降

雨量等 )进行赔付的农业保险产品。目前主要有

地区产量指数保险合约和天气指数保险合约两种。

降雨量不充足或过多是许多地区农作物损失风险

的主要源泉。干旱引起低产量,过量降雨也会引起

低产量或收割期的严重产量损失和质量损失。目

前比较典型的是墨西哥的天气指数保险。 2001

年, 墨西哥农业保险计划利用天气市场对多重农作

物保险进行再保险。通过利用基于主要生产地区

气温和降雨量的天气指数,创造了一种与墨西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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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保险损失经历高度相关的天气指数,当某个地

区降雨量减少或过多时给予农民赔付。

指数保险可以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问题,因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指数保险赔付不是根据个别生产者所

实现的产量进行的, 而是根据地区产量进行赔付

的, 和保险人的风险特征无相关性。同时, 由于指

数保险面对的是一个地区的所有农户,不需要对单

个农户进行监督,赔偿金仅根据由政府代理人或第

三方组织所测定的指数来进行支付。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进行实证分

析, 发现我国农业保险中的交易成本过高, 直接造

成了农业保险长期以来出现 /供给不足、需求有

限0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问题、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空间距离

和时间距离是农业保险交易成本高的主要原因。

从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实践来看, 通过 /联办共保 0

提高基层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并建立广泛

的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络、/信贷 + 保险 0的银保

互动机制、相互制保险以及指数保险等模式都可以

在不同程度上、不同层面上降低农业保险的交易成

本, 有效地转移农业风险,促进农业保险制度运行

效率的提高。因此,在我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中应当充分借鉴这些制度的优点,并根据不同地区

具备的社会经济情况,采用适合地区特点的发展模

式, 有效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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