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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
收入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

（财金〔2018〕93号）

内蒙古、辽宁、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省（自治区）财政

厅（局）、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办）、银

保监局：

按照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为进一步提升农业保

险保障水平，推动农业保险转型升级，探索完善市场化的农

业生产风险分散机制，现就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从 2018 年开始，用 3 年时间，在 6 个省份，每个

省份选择 4个产粮大县，面向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开展

创新和完善农业保险政策试点，推动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覆盖

全部农业生产成本，或开展收入保险。

二、中央层面建立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共同

组成的试点指导小组。试点地区省级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

门，将试点方案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备案后组

织实施。试点方案内容主要包括：试点县情况、保险方案、

补贴方案、保障措施、农业生产成本数据以及其他有必要进

行说明的材料。

三、省级财政部门应于 2018年 8月 30日前，将试点资

金申请报告报财政部，财政部根据各地报送的试点申请情况，

于 2018年 9月 30日前下达 2018年试点资金，并在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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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结算。以后年度试点资金申请程序及时间按照《中央财

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财金〔2016〕123号）

执行。同时，直接物化成本保险、大灾保险、完全成本保险

（收入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申请要按对应文件要求分别填报，

避免重复申请。

四、各地要高度重视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

尤其注重做好对农户的及时足额理赔和财政补贴资金安全

性的监控。财政部将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等要求开展监督

检查，对不能实现理赔到户的保险机构和地区，财政部将取

消其试点资格；对以任何方式截留或骗取保费补贴资金的，

财政部将责令其改正并追回相应保费补贴资金，视情况暂停

其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格等，并按照《预算法》

《公务员法》《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给予相应处罚。

现将《中央财政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

试点工作方案》（附件 1）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执行

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财政部将会同农业农村部、银保

监会等相关部门，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附件：1.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工

作方案

2.2018 年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

试点保费补贴情况表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银保监会

2018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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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

试点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立健全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特点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农村金

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在目前农业保险保障

水平涵盖直接物化成本和地租成本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开展

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进一步增强农业保险产品吸引力，

充分保障农户的物权收益和劳动力收益，促进农民增收，推

进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自主自愿。试点地区以及有关农户、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经办机构等各方的参与都要坚持自主自愿，并

通过推动提升农户保险意识、经办机构服务能力等，努力扩

大保险覆盖面，力求规模经营农户全部投保。

（二）体现金融普惠。将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均纳入

试点保障范围，注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提升

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允

许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组织小农户投保、分户赔付。

（三）发挥政策合力。试点地区应在农业大灾保险试点

的 200个产粮大县以外另行选择试点县，并与现行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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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补贴政策做好衔接、发挥合力，投保完全成本保险或收

入保险的规模农户或小农户，其直接物化成本保险要进行归

并，不得重复投保。

（四）鼓励探索创新。试点过程中，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探索创新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保险模式，合理规避农业保险

道德风险。原则上，保险金额不得高于当年相应品种种植收

入的 85%，农户自缴保费比例不得低于全部保费的 30%。

三、试点保险品种和保障对象

试点保险品种为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完全成本保

险即保险金额覆盖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等

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农业保险。收入保险即保险金额体现农产

品价格和产量，覆盖农业生产产值的农业保险。农业生产总

成本和产值数据，以最近一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全国

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为准。保障对象为全体农户，既

包括规模经营农户，也包括小农户。

四、试点期限和保险标的

试点期限暂定为 2018年至 2020年，共 3年。试点保险

标的为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

粮作物。

五、试点地区

内蒙古、辽宁各选择 4个玉米主产县，其中 2个县开展

完全成本保险试点，2个县开展收入保险试点。安徽、湖北各

选择 4个水稻主产县开展完全成本保险试点。山东、河南各

选择 4个小麦主产县开展完全成本保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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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县名单由各省份自行确定，原则上应具有较强的经

济基础、较高的土地流转率、较好的农业保险工作基础等。

粮食主产县范围根据财政部产粮（油）大县奖励办法确定。

六、保险方案

（一）试点经办机构由试点地区在具备农业保险经营资

质的保险机构中选择确定。原则上，每个县由 1家保险机构

经办。试点期间，如无特殊原因，不得更换经办机构。

（二）试点经办机构应当公平、合理的拟定保险条款和

保险费率，并在征求当地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户代表意

见后，将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三）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盖当地主要的自然

灾害、重大病虫害和意外事故等，收入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

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保险费率应按照

保本微利原则厘定，原则上风险保费（含大灾风险准备金）

不低于 80%，费用附加不高于 20%。试点产品不得设置绝对

免赔，相对免赔不得高于 30%。

（四）试点经办机构应加强承保理赔管理。对适度规模

经营户和中小农户都要做到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

要因地制宜研究制定查勘定损标准与规范。在农户同意的基

础上，原则上可以以乡镇为单位抽样确定损失率。

（五）试点经办机构应高度重视通过再保险转移分散大

灾风险，确保试点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原则上，试点险种

应将不低于 20%的风险成数分保给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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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能满足上述试点方案要求的地区和保险机构，取消

试点资格。

七、补贴标准

在农户自缴比例不低于 30%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

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补贴 40%、对东部其他地区补贴 35%，取

消县级财政保费补贴。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自缴部分保费给予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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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保费补

贴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水稻 小麦 玉米

投保面积（万亩）

投保面积占比

投保农户（户次）

每亩保险金额（元）

每亩直接物化成本（元）

每亩地租（元）

每亩人工成本（元）

保险费率

每亩保费（元）

小计

保费

情况

（万元）

财政

补贴

中央

财政

补贴比例

补贴金额

省级

财政

补贴比例

补贴金额

市级

财政

补贴比例

补贴金额

县级

财政

补贴比例

补贴金额

农户缴纳部分
承担比例

承担金额

其他来源
比例

金额

理赔

情况

（万元）

已决

情况

已决赔付金额

已决赔付面积（万亩）

受益农户（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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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

情况

未决赔付金额

未决赔付面积（万亩）

受益农户（户次）

超付赔款

其他

支持

（万元）

超赔补贴

其他资金支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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