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保险是农民种粮的“防火墙”
和“安全网”。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三季度末，中国农业保险保费
规模超1300亿元，为1.36亿户次农户
提供风险保障超4万亿元。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关于推进农
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等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农险经营
管理提出10项举措。“农险十条”将带
来哪些改变？听投保农户和业内人士
怎么说。

打通“愿保尽保”堵点

农业保险“防火墙”和“安全网”功能
日益显现的同时，也存在承保理赔不够
精准的情况，影响农户“愿保尽保”的积
极性。打通承保理赔堵点，需要财政、保
险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共同发力。

此次《通知》要求，各地财政部门进
一步规范保费补贴管理。鼓励有条件
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推动各省级
财政部门与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结算
模式。对于由市县财政部门拨付保费
补贴的地区，各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
市县财政部门的指导督促，确保资金拨
付规范及时、足额到位。这意味着，农
业保险的承保、理赔、补贴审核等环节

都将更加规范。
承保环节，险企将进一步加强承保

信息精准性管理，科学高效组织承保工
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将保险数据与涉
农基础数据相互核验比对。此次《通
知》要求，对集体投保类业务，应重点审
核分户投保清单，稳步提升抽查验标比
例；对规模经营主体投保类业务，应重
点审核保险标的位置、数量、权属、风险
等信息，确保保险标的精准到地块。

理赔环节，有关方面将督促险企切
实提高理赔效率，开通保险理赔绿色通
道，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做到能赔快
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化解“应赔尽赔”痛点

农业保险的赔付问题是广大农户
关心的重中之重。2023年，全国农业
保险共赔付 1124 亿元，同比增长
25.4%，惠及5772万户农户，赔付率达
80%。但在部分地区，“拖赔惜赔”“一
到赔付就扯皮”时有发生。

一方面，农业生产面临的实际问题
复杂多样，如果理赔条款灵活性较弱、
限制条件过多，就会在理赔中产生争议
和纠纷，形成“扯皮”。业内人士分析，
部分险企在理赔环节存在不规范的定
损和赔付方式，包括平均赔付、协议赔
付、粗糙定损等，成为农险服务中许多

“扯皮”的源头。
另一方面，为了不误农时，农业保

险理赔需在“快”字下功夫。首都经贸
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分
析，农业生产具有强时效性，这就要求
强化对理赔时效性的监管，确保受灾农
户及时获得保险理赔，加快农业生产恢
复，有效弥补灾害事故所带来的损失。
为减少理赔环节的“扯皮”，《通知》还要
求保险公司完善农业保险查勘制度，制
定符合当地农业生产规律的损失赔偿
标准，对不同作物、不同灾情、不同生长
阶段制定细化的赔付方案。

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质效

如何兜牢农业保险“安全网”？业
内人士认为，关键在于提升服务体验，
充分激发农户投保积极性。

农业保险标的涉及的地域面积大，
承保、查勘、定损成本较高，农险服务资
源有限，机构要提供优质服务并不容
易。由此产生的理赔程序复杂、定损标
准模糊不清、赔付周期冗长等问题，在
破坏投保农户服务体验的同时，也影响

“安全网”作用的发挥。《通知》将推动完
善理赔机制和标准，提高理赔服务质
效，最大限度提升投保农户获得感。

针对提供服务的主体——承保机
构，保险监管部门将对各层级保险公司
进行综合考评。“加强对农险经营机构
的综合考评，有利于推动相关机构不断
提升自身的经营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
使农险服务更好满足农户需要，增强农
户获得感和满意度。”李文中说。

科技赋能，将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
展提供重要动力。李文中表示，农险精
准承保与精准理赔离不开农险信息与
科技的支持，承保机构还需加大研发投
入，提升承保理赔的精准性与时效性。

“农险十条”直击农业保险领域堵点痛点——

让农险投保理赔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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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印发通知
明确推进农业保险

精准投保理赔等有关事项

（本组稿件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朝辉 参考《人民日报海外
版》、中国政府网整理）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联
合召开会议，提出“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信贷
投放”等工作，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金融系统会同农业农村部门
持续加大对“三农”领域的资源投入，不断完善金融政
策与组织体系、扩大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优化农村基
础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意愿、能力和可
持续性明显提升。

在此基础上，此次三部门明确了多项工作任务：围
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做好金融服务，以高标
准农田和水利建设、现代设施农业等重大项目为抓手，
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信贷投放，加大对农业
重大科研项目和领军企业的支持力度，统筹支持县域
富民产业、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提升“三农”领域信贷
产品适配性。

会议提出，探索差异化融资服务模式，增加信用贷
款供给，推广农业设施、活体畜禽等抵质押贷款。健全
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施好粮食种植保险，持续推进
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增强农业保险保障能力。

根据会议释放的信息，三部门将强化支农支小再
贷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
强金融与产业、财政等政策联动，发挥好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的融资增信和风险分担作用。推动涉农信息共
享运用，加快农村产权交易和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应用，
搭建银企精准对接桥梁。 （据新华社）

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决扛牢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确保粮食稳产丰产。

去年，在政策支持发力显效、“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
入实施、粮食生产责任有力落实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下，我国粮食
产量首次迈上1.4万亿斤台阶。未来，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进一
步增产还需要发挥各方力量，其中金融机构的支持必不可少。

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金融机构可以为粮食生产提供
充足的资金保障。一方面，加大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信贷投
入，积极解读并用好国家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扶持政策，
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根据政策导向，调整信贷政策，在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放宽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的准入条
件；加强与政府部门合作，参与政府主导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融资规划，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探索将土地经营权、农业设
施设备等纳入抵押物范围，提高项目的融资可得性。另一方
面，积极扶持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
粮食单产提升注入科技动力。对于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
种子、肥料、智能农机装备等项目，金融机构可以设立专项贷
款，提供足额的资金支持。对于从事提升粮食单产相关项目
的农业科技企业，可以给予利率
优惠，降低其融资成本。

（据《农村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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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金融支农效能
拓宽粮食增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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