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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哲晰 (１９９１—),女,吉林吉林人,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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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社会稳定运转的牢固基石,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物

质基础.新中国成立７０余年来,中国粮食供求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在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探索实现粮食安全新路径和保障对策,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

题.围绕这一关键问题,本文认为:２０２０年,粮食生产获得 “十七连丰”,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构建 “双循环”格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当前复杂的国

际国内环境形势下,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迈进的历史关口,中国应以科技创新激

发粮食供给潜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需良性互动,以高效流通体系打通循环

堵点,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优化供给体

系与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提升

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展望未来,要进一步着眼于粮食

可持续增长和农业竞争力提升,统筹好抓生产与保生态的关系,解决好社会性与经济

性的关系,处理好两 个 市 场 两 种 资 源 的 关 系,协 调 好 粮 食 安 全 与 国 家 综 合 安 全 的

关系.
关键词:双循环;粮食安全;实现路径;未来展望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７００１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粮食是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粮食安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国家

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始终坚持把保障粮

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毫不松懈抓实抓好粮食生产.
新中国成立７０余年来,中国粮食供需格局从１９７８
年前的 “粮食短缺、供给明显小于需求”,到１９９７
年的 “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再到目前的

“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供求关系

发生历史性、根本性转变[１].党中央从国家安全的

战略高度出发作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和重大部署,中

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宽广,仓廪盛满 “中国

粮”.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的关键节点,在

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迈进的历史关口,在国际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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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背景下,中国如何充分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夯实粮食安全基

础值得深入思考.

２０２０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内

发展形势、把握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

和重要战略选择,也要求我们进一步立足国情农情,
推动粮食安全从数量向质量、结构、贸易等全方位

多元化发展,实现多维度、宽领域的粮食安全[２].
对此,学者们逐渐展开 “双循环”视角下保障中国

粮食安全的必要性、挑战及实现路径相关研究.研

究表明,中国人口总量位列世界第一,保障粮食安

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３],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趋势逆行、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粮食产业链循环受阻的不利环境下,保障

粮食安全是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

容[４].但目前中国粮食安全仍面临着复杂挑战:从

国内环境看,中国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镇化水平

不断提高、对营养健康的要求不断升级,但在现有

技术条件、土地和水资源等农业资源紧缺、区域发

展不均衡的约束下,粮食增产空间有限,粮食供求

矛盾突出[１,５Ｇ７],同时,粮食生产的绝对成本和机会

成本不断提升,从根本上降低了农民粮食生产积极

性[３,８Ｇ９];从国际环境看,中国粮食进口集中度较高,
而大国之间的博弈往往导致资本逻辑、市场逻辑让

位于政治逻辑,造成粮食进口的不确定性[１０Ｇ１１],同

时,中国大粮商、国际粮食产业布局建设谋划尚不

充足,也加剧了粮食进口风险.对此,崔宁波和董

晋提出,应在保障粮食产量基本盘、健全粮食质量

监管体系、深入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

着手,确保中国粮食安全[２];余佶提出,应基于

“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

思维”探索推进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１２];佟光

霁和周伦政认为,应在保产能、稳联系、省资源、
拓发展四方面发力,实现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粮

食安全[３];胡迪和杨向阳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政

府部门应以粮食产业链为基础,精准施策,有效防

范疫情对国内市场的冲击[１３].但实际上,关于 “双
循环”格局下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应在正确认识

和把握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契机的基础上,将粮

食安全系统有机地纳入 “双循环”框架体系,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探讨粮食安全在新形势、新挑

战、新机遇下的发展前景,真正做到 “育新机、开

新局”.
综上,本文的创新点如下:一是总结中国特色

粮食安全现状,对中国粮食安全成就进行较为全面

的梳理,为文章奠定扎实的现实基础;二是剖析中

国粮食安全内涵,系统分析 “双循环”格局下粮食

安全的现实路径,为短期破解粮食安全隐患提供参

考;三是展望中国粮食安全发展前景,探索 “双循

环”格局下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为建立更高层次、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提出对策建议.

１　中国粮食安全现状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新时期 “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明确要求必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确保 “谷物基本

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中国粮食安全不断跃上新高

度.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全球粮食危

机警报再度响起,中国却实现了粮食生产 “十七连

丰”,并凭借与各国良好的贸易往来基础稳定粮源,
为构建 “双循环”格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１１　粮食总产量迈上新台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用９％的耕地,６％的淡水资源,生产了

全球约１/４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１/５的人口,实

现了由 “吃不饱”到 “吃得饱”,再到 “吃得好、吃

得安全”的转变.一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提升.

１９４９—２０２０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２０９千克提

高到４８０千克左右①,增长了近１３０％,远高于国际

公认的４００千克粮食安全线.二是粮食单产明显提

高.１９４９—２０２０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单产分

别由每公顷１８９２千克、６４２千克、９６２千克提高到

每公顷７０４４千克、５７４２千克、６３１７千克,分别

提高了２７２３％、７９４４％、５５６７％②.三是粮食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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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迈上新台阶.１９４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稻谷、小

麦、玉米总产量分别由 ４８６５ 万吨、１３８２ 万吨、

１２４２万 吨 提 高 到 ２１ １８６ 万 吨、１３ ４２５ 万 吨、

２６０６７万 吨, 分 别 提 高 了 ３３５５％、８７１４％、

１９９８８％.为贯彻落实国家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国在 “镰刀弯”地区调减玉米种植面

积,启动实施 “优质粮食工程”,推动粮食生产结构

与质量改善.目前,中国谷物自给率超过９５％,稻

谷和小麦自给率超过１００％,玉米产量加上各方面

的库存供需也基本平衡①,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为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

１２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再达新水平

中国通过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

“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国

家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中国始终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

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２０１７年,中国耕地面积

１３４８８１万公顷,耕地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位.２０１８
年２月,国土资源部提出确保２０２０年永久基本农田

不少于１５４６万亩②,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 “非农

化”.此外,以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优势农产品布局规

划为依托,中国还划定了１０５８亿亩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粮食安全的基础更加

稳固.二是扎实推进 “藏粮于技”战略.２０２０年,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６０％,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超过７０％③,重要粮食品种开展国家

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此外,截至２０２０年年底,
累计建成８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
粮食生产抗灾能力得到改善.三是大力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中国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

展轨道.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

１００万家,农民合作社达到２２２５万家,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达到８９３万个 (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大

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此外,２０２０年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首次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

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极大地调动了

地方保障粮食安全的积极性.

１３　粮食国际贸易开创新局面

伴随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的步伐日益加快,国内国际粮食市场形

成愈发紧密的联系,中国粮食市场成为世界粮食市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与世界分享中国粮食市场.
中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认真遵守世界

贸易组织 (WTO)规则、履行加入 WTO 时的承

诺,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粮食进口.２０２０年,粮食进

口总量为１４２６２１万吨,同比增加３１１７５万吨,
增幅２８０％,其中大豆进口量创纪录达到１００３２７
万吨,同比增加１１８１４万吨,增幅１３３％.从进

口来源来看,稻谷进口主要来自越南、缅甸、泰国,
小麦进口主要来自加拿大、法国、哈萨克斯坦,玉

米进口主要来自乌克兰、美国,大豆进口主要来自

巴西、美国、阿根廷,综合来看,小麦、玉米、大

豆的进口集中度较高.二是粮食产业开放程度不断

加深.外资企业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中国粮食市场,

２０１８年,涉粮外资企业加工转化粮食数量、产品销

售收入占到中国的１４５％、１７％,并不断增加.三

是中国农业 “走出去”步伐加快.１９９６年以来,中

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开展二十余项多边南

南合作项目,积极支持国内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

去”,在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投资.截至

２０１８年年底,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１９７２亿美

元,在境外设立企业８８８家,投资范围覆盖六大洲

(除南极洲)的１０２个国家 (地区).

２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的实现

路径

　　 “双循环”格局下的粮食安全内涵是对传统粮

食安全定义的丰富与拓展,不仅涵盖保数量的要求,
更蕴含着保质量、保多样的要求,以有效满足居民

消费结构和质量升级的需要.而这就要求我们做到

因势利导、聚焦重点、精准施策.在国内大循环方

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和水平,优化供给体系与需求的适配性,形

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

衡;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在提升中国国际竞争

力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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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以科技创新激发粮食供给潜力

２１１　以科技创新突破资源瓶颈

中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是

制约粮食生产的两大关键因素.从耕地资源来看,
中国耕地面积约１３５亿公顷,占世界耕地面积的

９％,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５[１４].同

时,来自非农用地竞争、耕地 “非粮化”和撂荒化,
以及工 业 与 生 活 污 染 叠 加 导 致 耕 地 质 量 持 续 下

降[１５].从水资源来看,中国淡水资源总量２７５万

亿米３,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７％左右,人均水资源

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１４].同时, “南多北少”
的水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污染问题也加剧了水资源

紧缺状态.由此观之,应坚定落实好 “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既要保障耕地面积与质量,也要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更要提升粮食生产科技进

步贡献率,从过去拼资源、拼消耗、过度追求产量

增长的发展模式,向依靠科技创新提升科技装备水

平和劳动者素质转变,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保

护耕地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农产品质量和粮食安全

水平.

２１２　以科技创新降低经营成本

随着土地、劳动力、农资等农业生产要素价格

逐步上涨,中国粮食生产成本高企,粮食生产竞争

力进一步下降.与美国相比,２０１８年,中国稻谷、
小 麦、 玉 米 的 亩 均 成 本 分 别 为 １２２３６４ 元、

１０１２９４元 和 １０４４８２ 元,是 美 国 的 １１６ 倍、

３０２倍 和 １４１ 倍.其 中 亩 均 土 地 成 本 分 别 为

２３５１２ 元、２１１９３ 元、２２７５４ 元, 是 美 国 的

１４３倍、３０１倍和１３０倍;亩均劳动力成本分

别为４７３８５元、３５０７６元和４３３５２元,是美国

的３９５倍、１３９１倍和１２０５倍.从净利润来看,
中国稻谷、小麦、玉米亩均净收益比美国分别少

８７８９元、７４０２元和１１０９元.在世界低价进口

粮食面前,农民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由此观之,应

通过持续提高农业生产领域的科研投入和科技转化

率,在有限的耕地上实现粮食的增产节本增效,特

别是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尽管２０１９年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相比２００４年提高１０４１％,取

得突破性发展,但仍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要继

续向全程、全面和高质量方向发展,将农业机械化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２１３　以科技创新激发生产潜力

提高单产水平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而

研发推广良种良法加速科技进步是重要途径.中国

粮食生产良种覆盖率、栽培管理水平、科技进步率

不断迈上新台阶,但粮食单产水平距发达国家仍有

一定差距.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分别是世界先

进水平的６３％、６５％、５４％和５２％[９].由此观之,
应继续坚持走科技兴农道路,特别是要加快构建现

代种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一是加强种质资

源的普查、收集、保护和评估利用;二是支持产学

研协作攻关;三是整合品种研发力量和种业企业,
解决品种过多过杂和低水平竞争问题,加快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种业集团;四是加快智慧农业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广 “互联网＋农业”,提升农

业大数据的应用水平,用生产经营决策 “数字化”
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

２２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需良性互动

２２１　从供给端发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中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状态将长期存在,通过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粮食生产巨大潜

力是新 形 势 下 的 新 要 求.一 是 优 化 粮 食 品 种 结

构.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解决优

质粮食产品供给问题,以提高粮食供给质量与效

率为抓手,聚焦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应.近

年来,农业农村部 «种植业工作要点»在调优品

质结构、扩大优势粮食供给等方面多次做出具体

部署.二是优化粮食区域布局.中国１３个粮食主

产区生产了全国７５％的粮食,生产集中度不断提

高,但粮食生产布局与资源禀赋不匹配矛盾也日

益凸显.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 “科
学合理划定稻谷、小麦、玉米粮食生产功能区”,
同年,部署抓好 “两区”划定和建设工作,粮食

生产区域布局逐步优化.２０２０年年底,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推动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三链协同”
是中国粮食产业发展新趋势.三是优化粮食生产

主体结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服务主体逐

渐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通过发展农业

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将不愿流转土地、无力耕种

土地、缺乏现代生产技能的各类小农户纳入现代

农业,加速推广先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推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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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粮食生产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２２２　从需求端发力倒逼粮食生产转型升级

畅通粮食安全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内需潜力

的挖掘,中国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收入水平逐步提

高、消费观念日益升级形成了粮食需求新格局.一

方面,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新增人口决定了粮食需求

量保持高位并不断增长.２０１９年年末,全国总人口

１４０００５万人,按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０５吨计算,
中国粮食刚性需求约７亿吨.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中指出,中国人口将在２０３０年

前后达到峰值,对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城镇化及居民

收入水平提高推动了中国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

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食物的追求逐渐

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有大量的粮食

被用于满足消费者对精细加工食品和肉制品的需求,
深加工用粮和饲料用粮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随

着健康理念的加速普及,粮食消费亦被赋予了生产

安全、品质优良、绿色健康等新期待.人们对粮食

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要求对现阶段粮食生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粮食需求刚性增

长的同时,食物浪费问题严重,据 «中国城市餐饮

食物浪费报告»,中国城市餐饮中仅餐桌食物浪费就

高达１７００万~１８００万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９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发布,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势在必行.

２３　以高效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大循环

２３１　健全粮食市场流通体系是大循环的重要纽带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

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有效发挥流通体系在

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衔接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流通体系建设快速发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

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全国统一

大市场加快建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

善.在此基础上,应继续发挥流通对生产的引导作

用、用好流通在分配中的调节作用、释放流通在消

费中的激励作用.此外,用好市场和政府 “两只

手”,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深化流通体制改

革,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在优化粮食支持保护

制度上做好文章.

２３２　加强粮食物流体系建设为大循环提供基础

支撑

中国粮食在存储、运输、加工环节损耗严重,
据粮食和储备局数据,每年损失量在７００亿斤①上

下,相当于吉林省一年的粮食产量②.粮食物流作为

粮食流通的基础性支撑产业,从流通要效率是保障

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要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打通流通环节堵点;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统筹冷链

物流枢纽设施、骨干线路、区域分拨中心和末端配

送节点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配送体系;提高物流

信息化水平,在重要节点扩建、新建、改建一批仓

储设施,打造 “数字粮仓”,提高智能化水平,优化

调配能力,增强安全运行能力;强化应急供给保障

能力,减少运输损耗.通过优化布局、完善功能、
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粮食流通规模化、集约化、
信息化水平,提升粮食流通效率.

２３３　发挥好储备制度对大循环的 “蓄水池”和

“稳压器”作用

公共事件中保障粮食供应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在潜在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突发事件

威胁下,加强粮食储备是应对大规模公共事件的先

手棋.要继续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围绕 «粮
食流通管理条例»,加快培育多元市场购销主体、建

立健全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建立突然事件粮食应急

体系,必要时对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政

策性收储,提高粮食市场调控能力,稳定中国粮食

市场.同时,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完善储备粮

在收购、存储、轮换、财务结算等环节的管理绩效

评价制度[１６].此外,要加强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建

设,准确把握国内外粮食供需形势,提高应急反应

能力,防范传导性风险.

２４　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２４１　落实 “走出去”战略构建粮食全球共享体系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中国掌握

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底线,而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是减轻中国资源环境压力、补充部分国内短

缺农产品的重要选项.当前,全球和区域经贸一体

化发展趋势明显,其中,中国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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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增加了粮

食进口.同时,国内外食物价差、产品特征,以及

差异化消费需求也将进一步刺激粮食进口.对此,
应继续积极推进农业 “走出去”战略,把握好进口

力度和节奏,促进粮食进口渠道多元化,提高进口

粮源稳定性,并扎实开展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农

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秉持共享发展理念,
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优化示范实验区建

设,为维 护 世 界 粮 食 安 全、促 进 共 同 发 展 作 出

贡献.

２４２　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贸易治理体

系重构

在提升中国粮食产能的同时,不仅要多维度拓

展粮食进口来源、布局世界 “粮仓”,也要借助 “一
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重构[４].要

巩固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非洲国家 (地区)良

好的国际关系,加大对具备农业生产潜力的国家

(地区)的投资力度,并深化双方的合作领域.同

时,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依托现有的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等多个自贸区,
逐步构建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全球贸易治理新体

系,稳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３　“双循环”格局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需要

处理好四组关系

　　做好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 “双循环”格

局下,要立足长远、抓住本质,坚持粮食安全新战

略,着眼于粮食可持续增长和农业竞争力提升,用

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大粮食安全观

统筹粮食安全.

３１　处理好抓生产与保生态的关系

短期内,石油农业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但也

带来了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并未摆脱粮食安全的威胁[１７].“双循环”格局

下,保证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的粮食

是实现粮食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但若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则不能称为可持续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必须

要统筹协调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三者

之间的关系.从粮食安全的视角看待生态安全,一

是满足粮食生产不超过当地环境承载力.坚决防止

生态环境逆向演化,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做好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作,防止降低粮食供给能

力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二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绿

色转型.加强粮食主产地环境保护治理,发展节水

农业和旱作农业,深入实行农药化肥减量行动,治

理农膜污染,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三是优化农产品生产区域布局.结合不同区

域自然、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优化生产

力布局.四是提高农业绿色补贴.增加农田建设、
绿色生产、减量增效等方面的补贴,提倡生态友好

型生产方式,减少源头污染,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制

度,引导 农 民 粮 食 生 产 向 高 质 量、绿 色 化 方 向

发展.

３２　处理好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关系

保障粮食安全不仅是政治责任,也是民生产业.
粮食生产比较收益偏低导致粮食主产区 “粮财倒挂”
问题严重,给国家粮食安全造成隐患.“双循环”格

局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多措并举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优

化企业经营能力、提高粮食产业竞争力.一是为发

展粮食生产创造良好环境.重点加强优良品种的培

育与推广,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强化耕地用途管制,
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严格管控 “非粮化”,积

极发展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提高

粮食种植的产出水平和质量.二是遵循市场规律,
生产出更多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呈现出的优质化、
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优质农产品[１８].加速粮食产业融

合发展,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实行 “三链”协调联动.同时,充分挖掘

粮食生产的多维功能,推动实现纵、横向交织的产

业融合和一体化,探索设计公平科学合理的利益分

配制度,形成粮食产业利益共同体,让种粮农户更

多地分享粮食产业链增值收益.三是丰富完善粮食

利益补偿机制,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者和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１９].

３３　处理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系

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大国战略博弈再度升级,
国际农业经济格局正被不断重塑,粮食安全的重要

性进一步凸显.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不断

抬头,长期来看,或将对世界粮食贸易格局产生深

刻影响,加剧全球粮食贸易的不确定性,给中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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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贸易安全带来未知挑战[２]. “双循环”格局下,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应树立正

确的贸易安全观,主动出击、适度进口,在更加

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立足全球视野,提高粮

食贸易的稳定性.一是坚持粮食进口来源和品种

多元化并举.拓宽主要粮食品种进口渠道,分散

进口来源地,降低粮食进口集中度,同时,优化

粮食进口品种结构、适当增加替代性农产品及其

加工制品进口[２０].二是把境外农业投资合作、搭

建全球农产品供应网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部署.
扶持建设本国有竞争力的跨国粮商,依托境外农

业合作示范区、农业产业园区等平台,带动企业

“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境外供应链建设.三是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规则制

定,提升对国际粮食市场和价格的话语权、影响

力、控制力,构筑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

体系.四是完善重要农产品国际贸易税收调控政

策.健全进口监测体系,把握好进口规模、节奏

和时机,严厉打击走私行为.

３４　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国家综合安全的关系

粮食安全有丰富的战略内涵,在后疫情的全球

化时代,要 “跳出粮食看粮食”,把粮食安全放在全

球农业大开放的环境中,让粮食安全概念在宽度、
广度、深度上不断拓展,形成全面立体的粮食安全

概念体系.“双循环”格局下,我们要用更高远的历

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看

待粮食安全问题,形成系统性的 “大粮食安全观”.
一是应树立全产业链的 “大生产” “大储备” “大粮

源” “大产业” “大消费” “大数据”理念,立足国

情、立足市场、立足长远,突破瓶颈、主动作为.
二是应树立包含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
关联产业安全、地缘政治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观,
全面推进大粮食安全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三是应锚定 “大食物安全观”,满足人们日益多元的

食物消费需要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需求,确保

人民群众在物质上和经济上都能够获得足够、安全、
健康、营养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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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求非均衡是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显著特征.本文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

论的指导下,依据双曲线市场聚合方程,构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模

型,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１个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面板数据,对市场的有

效供给、有效需求、非均衡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测算,以探究非均衡的演化态势和影

响因素.研究表明:各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非均衡度存在明显差异,有效供给

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整体的供求非均衡大致经历了四

个发展阶段,当前处于有效供给不足、有效需求过旺的状态.为了弱化政策性农业保

险市场供求偏离的非均衡态势,本文提出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扩大险种补贴、加快

保险科技和农业保险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双曲线市场聚合方程;有效供给不足;
保费补贴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７００２

１　引言

自２００７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以来,中国农业

保险市场发展迅速,２０１８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

入为 ５５０３６ 亿 元,占 全 部 农 业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的

９６１１％.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年均增速为１６％① ,市场份额一直占据中国全部农

业保险市场份额的９５％以上[１].当前,中国政策性

农业保险采取中央、省、市县三级联动共补的模式,
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重

要经济作物提供保费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额度

约占总保费收入的８０％以上.２０１９年５月,由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加快农业保

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农业保险市

场要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提高农业保险

服务能力.实践证明,农业保险在保障农业生产、
稳定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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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作用[１],
发挥了 “稳定器”和 “助推器”的重要功能.

但是,中国农业保险市场在表现出增长迅速、
险种丰富、地位突出等特点的同时,也在系统内部

呈现出典型的供求非均衡特征,该特征不仅影响着

当前的市场稳定、业务效率及功能实现,而且在政

策支持力度变化、灾害冲击加重等因素的影响下,
会导致保费补贴资金的扭曲配置,阻碍农业保险的

高质量发展.
已有的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

衡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保险市场提

供的风险保障额度与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规模不相

等.现有的农业保险市场规模还远达不到充分分散

农业风险的目标[２],还远未成为稳定农业生产的有

力手段[３],农户的潜在需求大于实际需求[４],保险

公司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５Ｇ６].二是农业保险

险种与农户的需求不匹配.中国主粮作物保险发展

较快,但 由 于 缺 乏 财 政 补 贴[７]以 及 风 险 水 平 较

高[８],经济 作 物 和 地 方 特 色 农 产 品 保 险 发 展 缓

慢[９].同时,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其农

业投入大、市场化程度高,更易受自然灾害以及市

场风险的影响[７],农业生产经营者更期望利用多元

化的产品来分散风险、保障收入[１０],但当前农业

保险市场单一的产品体系无法满足其需求[１１].三

是农业保险产品的保障水平与农户的风险保障期望

不符.中国农业保险市场以主粮作物成本保险为

主,价格保险、收入保险占比很少[１１],市场整体

的保障水平较低[１２],保险金额仅能覆盖部分物化

成本,在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强的趋势下,农户的收

入无法得到有效保障[３].
总结已有的研究,学者们对中国农业保险市场

的非均衡问题已达成共识,需要积极地通过制度创

新、技术 创 新、产 品 创 新 来 促 进 市 场 的 均 衡 发

展[１３].但遗憾的是,现有的对于农业保险市场非均

衡的研究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学者们多采

用定性分析法,对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的现状进行

描述,缺少定量研究;二是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微观

角度总结某一区域农业保险市场的非均衡状况,缺

少对全国农业保险市场整体供求非均衡态势的剖析;
三是关于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的研究,主要是从供

给端和需求端分别讨论,缺少将二者相结合并对其

缺口进行分析.
基于上述背景、政策及研究成果,本文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１个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

的面板数据,在非均衡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政策

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非均衡问题展开研究.一是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展开理论分析;
二是构建供求非均衡模型,估计市场的有效供给

量、有效需求量和拟合交易量;三是测算各省份及

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非均衡度;四是提出弱

化 政 策 性 农 业 保 险 市 场 供 求 非 均 衡 态 势 的 对 策

建议.
本文可能具有的创新点有两个:一是从供求非

均衡视角,将非均衡理论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

机结合,对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的

运行实际展开分析;二是依据双曲线市场聚合方程,
构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模型,利用

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NLS)估计了有效供给、有效

需求、拟合交易方程,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市场的

非均衡度.

２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２１　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效供求理论分析

２１１　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效供给理论分析

农业保险具有突出的政策属性、多功能性和多

主体参与性[１],农业保险产品的供给是由政府、保

险公司等多方力量共同影响且决定的.现阶段,中

央和地 方 财 政 主 要 对 主 粮 作 物 成 本 保 险 进 行 补

贴[１１],其保费补贴金额占总补贴规模的６０％以上①.
由于主粮作物和大宗农产品的保费补贴比例高、稳

定性强,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小,
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较高.与此同时,经济作物

的单体价值高,易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

响,以及各级政府对经济作物保费补贴的种类少、
规模小,导致保险公司不愿经营,经济作物和地方

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缓慢[９],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

存在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２１２　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效需求理论分析

作为理性的 “经济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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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根据 «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官网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的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期望以最小的保费投入,
获得最大的风险分散效果[１４].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

有效需求受到农业风险水平、保费补贴比例、风险

保障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１５],对于要素投入大、
单体价值高、易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

畜牧业、渔业及经济作物保险的需求较强,对于单

体价值低、损失相对稳定的粮食作物的风险分散意

愿较弱[１６].但当前市场上以主粮作物成本保险为

主,产品风险保障水平低,仅能保障部分物化成本,
而价格保险、收入保险发展缓慢[１０],导致农户特别

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１１],政

策性农业保险市场面临有效需求过旺的现象.

２１３　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成因的理论

分析

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
惠农支农是本质属性,政府扶持和引导是重要特征,
其供求非均衡的成因更复杂、影响更显著.从理论

上讲,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的成因

可归纳如下:一是补贴方式单一,地方财政支付压

力大.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采取三层共补的模

式,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大[１７],并且自下而上的

联动补贴模式放大了县级财政能力不足对市场发展

的不利影响[１８].二是补贴范围小,产品种类少.当

前,中央财政保费补贴的农作物仅有１６种,有相应

险种的农作物仅占全部农作物的４０％[１９],对农户有

效需求的激励作用有限[７].三是 “过度竞争”和

“一家独大”的市场模式阻碍了市场的均衡发展.农

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不适合充分竞争

的市场模式[２０],保险公司的过度竞争会造成效率损

失、寻租行为等问题[２１],而过度垄断会阻碍市场的

创新发展.四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制度体系不健全.
虽然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但农业

保险市场仍存在规则不完善、逆选择、道德风险等

问题[１３],缺乏制度化、常态化、全方位的农业保险

监管体制[１０].

２２　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模型

２２１　供求非均衡模型的构建

非均衡理论认为,均衡是一种市场理想化的状

态,供求非均衡才是常态,市场按照短边原则进行

交易,交易量取决于供给量和需求量中的较小者,
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供求双方的

力量对比、弱化非均衡状态,这样才能将供求缺口

减到最小[２２].非均衡理论现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

究范式,并在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

等领域得到应用[２３Ｇ２４].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

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相等,但保险公司和农户仍能

在政府保费补贴的基础上达成交易,市场整体处于

供求非均衡状态.
本文选取 Burkett双曲线市场聚合方程对政策

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非均衡进行实证分析.双曲

线市场聚合方程假设某市场是由众多微观市场构成

的,这些微观市场在初期大都处于不同程度的过度

供给状态,当同时连续地增加商品需求时,主要是

减弱了市场的过度供给总量,相对增加了过度需求

总量.这样一来,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之间此消彼

长的演变趋势类似于等轴双曲线:

S－Q
S ×

D－Q
D ＝r２ (１)

通过式 (１),可求得双曲线市场聚合方程:

Q＝
１
２ S＋D( ) －

１
２

　
S－D( ) ２ ＋４r２DS

(２)
式 (１)和式 (２)中,D、S、Q 分别为某市场

的有效需求量、有效供给量和实际交易量;r 为市

场的聚合程度系数,反映该市场的结构摩擦程度,
当r→０时:

lim
r→０

minD,S( ) ＝Q (３)

从宏观角度来讲,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

是由各微观农业保险市场聚合而成的,受区位、
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双曲线

市场聚合 方 程 符 合 其 宏 观 供 求 总 量 不 相 等 的 特

点.据此,构建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

非均衡模型:

St＝f(Xt) (４)

Dt＝f(Yt) (５)

Qt＝lim
r→０

minDt,St( ) ＝
１
２ St＋Dt( ) －

１
２

　
St－Dt( ) ２ ＋４r２DtSt (６)

式 (４)、式 (５)、式 (６)分别为政策性农业保

险市场的有效供给量、有效需求量和实际交易量方

程;Dt、St、Qt分别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

需求量、有效供给量和拟合交易量;Xt 为影响政策

—３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1郾07（总 507）



性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因素,Yt 为影响政策性农业

保险有效供给的因素.

２２２　供求非均衡模型的参数估计步骤

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模型不同于一

般的均衡理论模型,它是在供求不相等、市场非出

清等一系列与市场实际状况极为相似的假设下进行

的分析,并且,考虑到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

效供求的因素较多,变量之间呈现非线性的特征,
其参数估计过程更为复杂.因此,为了更精确地拟

合市场的实际状况,本文采用 NLS对模型进行估

计.NLS作为典型的迭代估计算法,它是以普通最

小二乘法 (OLS)的初始估计值为基础进行的数值

最优化求解,能够更加贴切市场的真实情况.NLS
的运作原理是通过泰勒级数将均值函数展开为线性

模型,然后进行 OLS回归,将得到的估计量初始值

作为新的展开点,再对线性部分进行回归,如此反

复迭代,直至收敛.本文采用Stata１６软件进行参

数估计,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有效供求估计.为了获得 NLS迭代估

计的初始值,本文首先要利用 OLS分别对有效供给

方程和有效需求方程进行参数估计,并对参数值进

行统计检验.
第二步,供求非均衡估计.在第一步 OLS估计

的基础上,将参数估计值作为非均衡估计的变量初

始值,带入交易量方程,并进行 NLS迭代运算.然

后,对估计出来的参数进行统计检验,若检验不通

过,则修改相关变量的初始值或者调减变量,再进

行 NLS迭代运算,直到通过所有的统计检验,经过

多次调试得到最优可行解.

３　数据选取与变量设定

３１　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了中国３１个省份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农业

保险及其他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研究数据均来源

于 «中国保险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

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相关保险公司年报等,
对原始数据进行汇总和处理后得到最终的指标值.
为了减少异方差影响,本文参考李猛等对政策性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对

数化处理[２５].

３２　变量设定与处理

在变量选取方面 (表１),保费收入是农业保险

业务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能够衡量市场的交易规模,
本文参考袁辉和李永芳用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prem)来衡量市场的实际交易量[５].同时,基于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运行实际和已有的研究

成果,本文选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覆盖

率[１９]来衡量有效供给,选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

参保率[２６]来衡量有效需求.
纵观影响农业保险供给的文献,学者们主要从

保险 公 司 经 营 费 用[２７]、赔 付 支 出[２７]、资 本 金 投

入[２８],以及财政补贴额度[２９]、市场竞争程度[２０]等

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本文以此为基础,选取了７个

解释变量:①平均费率水平.一般来说,平均费率

水平越高,盈利的空间越大,保险公司更愿意经营.

②简单赔付率.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越高,保险公司

经营风险越大,因此会减少供给[３０].③经营成本水

平①.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本越高,越会

减少农业保险产品的供给[１４,３１].④ 农 作 物 种 植 结

构.粮食作 物 相 对 于 经 济 作 物 来 讲,单 体 价 值

低、补贴额度大、风险分散方式多样,保险公司

更愿意开展粮食作物保险.⑤政策倾斜程度.各

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政策性农

业保险的供给[３２].⑥资本金投入水平②.保险公

司资本金投入越多,其风险承担能力越强,越有

利于其开展农业保险业务[２８].⑦市场竞争程度.
市场的过度竞争会降低市场效率,阻碍农业保险

产品的有效供给[２０].
农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农户

收入[１５]、保费补贴比例[３３]、农业生产规模[３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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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指标处理说明:由于当前缺少保险公司具体业务的细分数

据,本文首先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省比重高于９０％的原则降序

挑选出各省份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保险公司,然后以各公司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总保费收入为权重乘以其当年的经营费用 (业务及

管理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得到经营成本,最后将保险公司的经

营成本相加,再除以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进而得到该省份农业保险

业务的经营成本水平.
指标处理说明:本文用金融资本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

来衡量保险公司的资本投入,以各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总保费收入为权重,乘以当年的金融资本,作为其开展农业保险

业务的金融资本,然后将同一省份保险公司的金融资本相加,再

除以该省份同一时期的第一产业增加值,进而得到资本金投入水

平.



业风险水平[４]等不同维度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

也选取了７个解释变量:①平均费率水平.一般来

讲,费率越高,农户的保费支出越多,会减少对农

业保险产品的购买.②赔付效应.农户及其亲属前

期购买的农业保险产品若能按时、足额理赔,可促

进其对当期农业保险产品的消费[３４].③收入水平.
农户的可支配收入越多,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越会

增加[１６].④农业风险水平.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水

平越 高,农 户 更 倾 向 于 购 买 农 业 保 险 来 分 散 风

险[３５].⑤农业生产规模.该指标能够反映农业生产

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而反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

求程度.⑥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越高,
农户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会提升,就会减少对农业

保险产品的需求[３５].⑦保费补贴力度.保费补贴力

度的增加能够减轻农户的购买压力,增加其对农业

保险的需求[１５,３４].
表１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方向 变量符号

覆盖率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额/农林牧渔总产值 ０４２５０ ２９３５３ cover

参保率 　参保户次/乡村户次 ０７４４５ ０６８４０ part_rate

保费收入 　保费收入取对数 １０８２６８ １３１１０ log _prem

平均费率水平 　保费收入/保险金额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２３２ ＋ price_s 和price_d

简单赔付率 　赔付支出/实收保费 ０７３６０ ０３７４７ － risk _s

经营成本水平 　农业保险经营费用/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０２７７６ ００９０７ － cost

农作物种植结构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０６６７２ ０１３５９ ＋ str

政策倾斜度 　保费实际补贴总额/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１１ ＋ policy

资本金投入水平 　保险公司资本金总额/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０２９２２ １２９７９ ＋ finc

市场竞争程度 　HHI指数 ０６３８０ ０２４５５ － hhi

赔付效应
　滞后一期农业保险实际赔付额/当期农林牧渔

总产值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９ ＋ effect

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 ９０６８２ ０４９５６ ＋ log _income

农业风险水平 农作物成灾面积/总播种面积 ００９３６ ０４９５６ ＋ risk _d

农业生产规模 农林牧渔总产值/GDP ０１７５７ ００８６３ ＋ scale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６７８００ ３６７４７ － mach

保费补贴力度 保费补贴额/第一产业增加值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５ ＋ gov

４　实证分析与结果

４１　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

在参数估计之前,本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

的有效供给模型和有效需求模型进行了设定检验,
如表２所示,有效供给模型F 检验的p 值为０００、

Hausman检验的p 值为００１,有效需求模型F 检

验和 Hausman检验的p 值均为０００.因此,应该

分别 建 立 个 体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对 二 者 进 行 参 数

估计.　

表２　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有效供给模型 有效需求模型

统计值 p 值 统计值 p 值

F 检验 ６２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４５４３０ ００００

Hausman检验 １９９６２ ００１０ ３５１６９ ００００

４２　非均衡模型的参数估计

４２１　有效供给模型估计

本文首先构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效供给

模型,并运用 OLS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如表３所

—５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1郾07（总 507）



示,除简单赔付率 (risk _s)外,其他变量均通过

了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考虑到其作为保险公

司业务决策的关键因素,在经济意义上对政策性农

业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

也将其作为 NLS参数估计的初始值.

表３　有效供给模型估计参数值

变量名称 参数估计值

c ９１０８∗∗ (３８５５)

price_s －２７３０９∗∗∗ (－２６３)

risk _s ０５９５ (１４８)

cost １０４８４∗∗∗ (２７７)

str －２０５１０∗∗∗ (－３８１)

policy ８８５００∗∗∗ (３０３)

finc －０５７４∗∗ (－２３８)

hhi ２５００∗∗ (２３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检验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表４、表５同.

４２２　有效需求模型估计

接下来,本文构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有效

需求模型,也利用 OLS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如表４
所示,平均费率水平 (price _d)和农业生产规模

(scale)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从经济意义和实

际情况来说,二者均是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产品需

求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也将这两个指标纳入供

求 非 均 衡 估 计. 除 此 之 外, 农 业 风 险 水 平

(risk _d)在１０％的检验水平上显著,其余变量均

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可以将上述

变量作为 NLS迭代估计的变量初始值.

表４　有效需求模型估计参数值

变量名称 参数估计值

c －２７６７∗∗ (－２５９)

price_d ０６１５ (０３４)

effect －６２６９０∗∗∗ (－７４５)

log _income ０２７４∗∗∗ (２７２)

risk _d －０６７２∗ (－１６８)

scale －００６４ (－００５)

mach ０１１２∗∗∗ (５０８)

gov ８６５０８∗∗∗ (２８７０)

４２３　供求非均衡估计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结

构摩擦系数r＝０,将前文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估计

得到的变量初始值带入交易量方程,进行 NLS迭代

运算.由于原始变量的 NLS估计结果不太理想,笔

者又重新对变量进行了调减和初始值的修改,最终

经过１３次迭代运算,得到了供求非均衡估计的参数

值,模型的R２为９９６６％,拟合程度很好,参数估

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供求非均衡估计参数值

供给变量 有效供给方程估计参数值 需求变量 有效需求方程估计参数值

c １０４９６∗∗∗ (２１１６０) c －１１８７６∗∗∗ (２０７)

price_s －１３５９３∗∗∗ (－５４０) price_d ４２１６∗ (１６７)

risk _s －０４６２∗∗∗ (－３９６) log _income ２３５８∗∗∗ (１５８４)

cost １８２９∗ (１９０) scale １１２３９∗∗∗ (１１０７)

str １１５１∗∗∗ (２７２) mach －００８６∗∗∗ (－６６８)

policy １０６３４０∗∗∗ (１３４２) gov ６５３４７∗∗∗ (４５５)

finc ０４９０∗ (１８２)

hhi －２０６５∗∗∗ (－８９６)

　　将供求非均衡估计的参数值带入模型中,最终

确定有效供给、有效需求、交易量方程为式 (７)、
式 (８)和式 (９).

St ＝１０４９６－１３５９３×price _s－０４６２×
risk _s＋１８２９×cost＋１１５１×str＋１０６３４×
policy＋０４９×finc－２０６５×hhi (７)

Dt＝ －１１８７６＋４２１６×price _d＋２３５８×

log _income＋１１２３９×scale－００８６×
mach＋６５３４７×gov (８)

Qt＝
１
２ St＋Dt( ) －

１
２

　
St－Dt( ) ２ ＋４r２DtSt

(９)
从有效供给方程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

供给与费率水平负相关、与经营成本正相关,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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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常理不符合,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为追求利润

最大化目标,更倾向于经营价格高、成本低的产品.
但是,由于农业保险不符合标的独立和大灾发生的

可保性原则,难以运用大数定律进行公平的费率厘

定.并且,政府为农户提供保费补贴,为保险公司

提供税收优惠,而农业保险份额在大多数保险公司

尤其是大型财险公司中占比很低,成本摊销空间大,
因此,保险公司会将政策红利和社会影响力作为开

展农业保险业务的重要决策因素.
另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与简单赔付

率、市场竞争程度负相关,这与现实情况相吻合,
农业保险业务超额理赔会加大保险公司的资金压力,
降低其经营积极性[３６];而农业保险作为准公共产

品,过度的市场竞争会造成保险公司业务效率的损

失和经营成本的提高,从而减少农业保险产品的供

给.同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还与农作物

种植结构、资本金投入水平、政策倾斜程度正相关,
由于粮食作物的单体价值低、风险分散方式多样,
保险公司更愿意开展此类险种;保险公司资本金投

入的增加,能够提高其风险承受能力,有利于农业

保险业务的经营;而政府的经营费用补贴和税收优

惠力度越大,越能够促进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
增加农业保险产品的供给.

从有效需求方程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的

有效需求与费率水平正相关,这与常理不符合,根

据预算约束理论,产品价格越高,农户的需求越少,
但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由各级政府提供保费补贴,
农户受收入预算约束的程度会减轻,进而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需求水平.同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

需求还与收入水平、农业生产规模、保费补贴力度

正相关,这与常理相符,农户收入越高,其用于农

业生产的资金会越多,进而促进对农业保险产品的

消费;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会加大农户的风险承

担总量,而此时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的边

际效应会提高,进而增加需求;从外部性角度来看,
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稳定了农产品供给、增加了社会

福利,但其边际私人成本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而

保费补贴能够减轻农户的购买负担,增加其对农业

保险产品的需求.另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需

求还与农业机械化水平负相关,这也与现实情况相

吻合,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

的提高,能够增强农户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

动的能力,进而减少对农业保险产品的需求.

４３　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分析

依据前文分析,将各变量的原始数据代入方程

中,求得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１个省份政策性农业

保险市场的有效供给量、有效需求量和拟合交易量.
为了量化市场的供求偏离程度和演化趋势,本文参

照孙菁靖和雷玉桃计算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１个省

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非均衡度[３７],公式

如下:

Rt＝
Dt－St

Qt
(１０)

式 (１０)中,Rt表示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

求非均衡度,若Rt＞０,则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市

场有效供给不足;若Rt＜０,则表明有效需求不足;
若Rt＝０,则说明市场供求均衡.

４３１　各省份非均衡度的测算及分析

非均衡度测算结果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１
个省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都处于供求非均衡的

状态,并且各省份之间、同一省份不同年度之间的

非均衡状态存在显著差异,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

求不足并存.本文依据供求非均衡状态将中国３１个

省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有效供给不足型市场.当政策性农业

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大于有效供给,即非均衡度大

于０时,市场有效供给不足.如图１所示,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上海、广西、海南、湖北４省份的政策性农

业保险市场一直处于有效供给不足的状态,其中,
上海的供求非均衡程度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其余

省份的非均衡程度相对较弱且逐渐缩小.上海的农

业类型为生产瓜果、蔬菜、花卉等生鲜农产品的城

市农业,农产品时效性强、价格波动较大,而广西

和海南分别为中国亚热带、热带经济作物的主产区,
但目前市场上缺少相应的险种,农户的有效需求得

不到满足.湖北作为中国农业生产大省,粮食生产

规模较大、特色农产品种类多,但受限于保费补贴

类型、比例以及农业生产风险的影响,农业保险产

品的有效供给不足.
第二种,有效需求不足型市场.当政策性农业

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大于有效需求,即非均衡度小

于０时,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如图２所示,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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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西藏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处于有效需求不

足的状态,其非均衡度曲线呈倒 U 形.受自然环境

的制约,西藏地区农业生产较为落后,农业规模小、
产品种类少,因此,市场上现有险种的供给相对于

其他省份来讲较为充足,加之农户的保险意识淡薄、
农业保险产品推广度低、投保理赔程序烦琐等,导

致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

图１　有效供给不足型市场的非均衡度

图２　有效需求不足型市场的非均衡度

第三种,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供给不足型市

场.除上述两种类型外,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近半数

省份的政策性业保险市场都实现了非均衡度的负正

转换.如图３所示,内蒙古、山东等１５个省份的政

策性业保险市场的非均衡状态实现了由有效需求不

足向有效供给不足的转换,其中,安徽、山东、河

北、福建、辽宁、重庆６省份政策性业保险市场的

非均衡度波动较为平缓,其余省份非均衡度波动大、
供求偏离程度高.

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这１５个省份政策性

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结构转换的原因可归结如下:第

一,以黑龙江、河南、山东、内蒙古、河北等为代

表的粮食生产大省,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初期,
产品类型、保障水平等比较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的实

际情况,产品的有效供给大于有效需求.但随着气

候变化和农业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遭受自

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频率上升,而保险公

司限于财政补贴类型和比例的制约,收入保险、价

格保险开发缓慢,高保障水平的农业保险产品缺乏,
导致农户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第二,新疆、宁

夏、青海等省份经济作物、特色农产品的生产规模

较大,且由于特殊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易

受干旱、大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但市场上经济作

物保险和特色农产品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市场处

于供求非均衡的状态.
第四种,有效供求波动型市场.云南、四川等

１１个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结构无单一的

变化规律,其非均衡度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出现过多次

正负交替.如图４所示,各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

场的非均衡度曲线以V形和 W 形为主,绝大多数省

份总体上呈现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供给不足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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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而且供求偏离程度逐渐加大.这说明,虽然上

述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农业保

险产品的种类、保障水平等与农户的需求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脱节.

图３　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供给不足型市场的非均衡度

图４　有效供求波动型市场的非均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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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全国整体非均衡度的测算及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整体

的供求非均衡状况,本文将各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

市场的有效供求量逐年相加,得到全国总的有效供

求量,然后计算非均衡度.如图５所示,从总体上

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存在明

显的供求非均衡现象,市场由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

效供给不足.现阶段,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处

于有效供给不足、有效需求过旺的非均衡状态,这

与市场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依据非均衡度的大小和

方向,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整体上可分为四个

发展阶段.

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整体非均衡度

　　第一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此阶段,政策性农

业保险市场的有效供给大于有效需求,市场处于负

向非均衡状态,并且非均衡度逐渐减弱,由２００８年

的－００４６０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０００１２①.政策性农

业保险实施初期,产品的普及和推广度低,农户的

保险意识较为淡薄,市场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但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品宣传力度的提高,
农户对保险产品的需求逐渐上升,供求偏离程度

减弱.
第二 阶 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从 ２０１０ 年 开 始,

市场的供求非均衡度实现了由负到正的转化.这７
年间,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大于有效供

给,并且,非均衡度曲线总体上呈现倒 N 形的变化

趋势,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０２１６ 逐渐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０００１８,随后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００２６７,又快速降至

２０１６年的００１０８.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的推

广和地方政府保费补贴险种的增加,以及农户保险

意识的增强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保险产品的有

效需求逐渐增加,空白市场不断减少.但此时,保

险公司险种开发速度缓慢,农业保险产品的有效供

给无法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三阶段,２０１７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

求非均衡度为００８００,达到这１１年间的最高点,
市场的有效需求明显大于有效供给.造成这个现象

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气候变化程度加剧,
干旱、洪涝、冰雹等农业巨灾发生的频率提高,农

业损失规模急剧扩大,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上

升,但巨灾保险产品少、费率高,加大了市场的供

求偏离程度;二是随着农业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

业生产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更为剧烈,农作物尤

其是畜牧业、渔业及经济作物面临的市场风险逐渐

增大,损失额度逐渐上升.但由于中国政策性农业

保险市场以主粮作物成本保险为主,保障水平较低,
价格保险、收入农业保险发展缓慢,农户尤其是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保障、多元化产品需求得不到

满足[３８].
第四阶段,２０１８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

求非 均 衡 度 为 ００６７５,与 ２０１７ 年 相 比 减 少 了

００１２５.由于地方政府对当地特色农产品保险补贴

试点的逐渐开展,以及农作物价格保险、收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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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多,农户的有效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市场内部的供求结构逐渐改善,但仍处于有效需求

大于有效供给的正向非均衡状态.

５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５１　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１个省份政策性

农业保险市场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均衡理论,构建

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供求非均衡模型,对中国政

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供求和非均衡度进行了实

证分析与测算,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供给与

产品平均费率水平、简单赔付率、市场竞争程度存

在负相关关系,与经营成本水平、农作物种植结构、
资本金投入水平和政策倾斜程度正相关.

第二,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与

产品平均费率水平、农户收入水平、农业生产规模、
保费补贴力度正相关,与农业机械化水平负相关.

第三,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１个省份的政策性

农业保险市场均处于供求非均衡的状态,政策性农

业保险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存在,
各省份以及同一省份不同年度的市场非均衡度存在

显著差异.
第四,根据非均衡度测算结果,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整体上处于供求非均衡状

态,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供求非均衡度呈现

由负到正的演化趋势,现阶段,中国政策性农业保

险市场处于有效供给不足、有效需求过旺的非均衡

状态.

５２　政策启示

通过上 文 的 测 算 和 分 析,本 文 发 现,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一直处于供求非均

衡的状态,且非均衡度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为了促

进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市场均衡协调发展,本文

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差异化保费补

贴制度体系.保费补贴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的前

提和基础,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要在保

证财政总预算的前提下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同时,政府主管部门应基于农户的地理位置、收入

水平、农作物种类、农业风险程度等异质性因素,

构建和完善差异化保费补贴制度体系[１１],以促进各

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均衡发展.
第二,扩大保费补贴种类,构建多元化产品体

系.当前,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以主粮作物和

大宗农产品成本保险为主,针对畜牧业、渔业及经

济作物的险种较少.因此,各级财政应扩大险种补

贴的范围,促进经济作物保险的研发[２５],落实好地

方特色农产品保险 “以奖代补”的政策.同时,为

了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需求,保险公司应

与政府部门相协商,构建涵盖成本险、产量险、收

入险在内的多元化产品体系[３２].
第三,加快保险科技与农业保险的深度融合,

降低经营成本.保险科技是农业保险的未来发展方

向,是降低保险公司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的必

要手段[３９],但当前保险科技与农业保险融合的速度

慢、成本高、风险大.因此,政府部门应构建农业

保险科技研发财政专项补贴机制,保险公司研发经

费按比例由政府兜底,对于推广应用的技术成果,
政府部门要予以奖励,以激发保险公司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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