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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与种植结构调整
———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

柴智慧 张晓夏
(内蒙古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呼和浩特010018)

摘 要 为探究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保险由逐步试点到政策升级对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运用渐进式双

重差分模型,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面板数据,对农业保险政策渐进

式改革与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政策改革通过提

高保费补贴和保障水平增加农户预期收入进而激励其扩大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2)分政策阶段

看,具有高保障水平的“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政策”在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方面优势明显;

3)分作物看,政策显著扩大三大主粮作物的种植面积,缩减薯类作物种植面积;4)分区域看,政策改革仅在粮食主

产区出现种植结构“趋粮化”现象。据此,建议继续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优化保费补贴机制,扩大最新政策试点

的覆盖面,给予粮食主产区粮食作物种植更多保险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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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reform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and
plantingstructureadjustment:

Anempiricalstudybasedonprovincialdata

CHAIZhihui,ZHANGXiaoxia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010018,China)

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effect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upgradingontheplantingstructureadjustmentof
farmcropssince2007,thedifference-in-differencemodelwasusedto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gradualreform
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andtheplantingareaanditsstructureoffarmcropsespeciallygraincropsbasedonthe

paneldataof31provincesinChina(DatadonotincludethoseofHongKong,MacaoandTaiwanregions,Thesame
below).Theresultsshowedthat:1)Onthewhole,policyreform,increasingfarmers’expectedincomebyraising
premiumsubsidyandcoveragelevel,encouragefarmerstoexpandsownareaoffarmcropsandgraincrops.2)From
theperspectiveofpolicystages,the“ThreeMajorGrainCropsTotalCostInsuranceandIncomeInsurancePilotPolicy”

withhighcoveragelevelhavemoreeffectonpromotingthe“tendencytograinproduction”inplantingstructure.3)In
termsoffarmcrops,cropinsurancesignificantlyexpandedtheplantingareaofthethreemainfoodcropsandreduced
theplantingareaoftubercrops.4)Fromthesub-regionalperspective,policyreformonlyinthemajorgrainproducing
areasreflectthephenomenonof“tendencytograinproduction”inplantingstructure.Therefore,thisstudysuggests
thatweshouldcontinuetoimprovethecoveragelevelofagriculturalinsurance,optimizethepremium subsidy
mechanism,expandthecoverageofthelatestpilotpolicy,andgivemoreinsurancepolicysupporttograincrop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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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其不单是总量问题,也
是结构问题,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打实地调整

结构”。1985年,中国开始第一次农业结构调整,旨
在适度调减种植业比重,积极发展养殖业、渔业等,
促进农业内部生产多元化,是在农产品供给不足的

情况下进行的产业内部渐进式调整[1];此后,农业农

村部根据不同时期的种植业形势,提出了各时期和

未来一段时间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与基本思

路,分别于1999、2016和2021年编制了《种植业生

产结构调整“十五”计划和2015年规划》《全国种植

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年)》和《“十四五”全
国种植业发展规划》,对保障中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供给安全,加快种植业全面转型升级,推进种植业高

质量发展发挥了指向作用。在现有研究中,种植业

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转移[2],农业

补贴政策[3],农地确权、土地流转[4-5],农业机械化水

平[6]等。
长期以来,影响农户种植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是

国家相关 支 持 政 策[7],其 中 一 类 是 农 业 保 险[8]。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积极发展农业保

险”,尤其是“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中国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试点推广是按照时间逐渐递进。2007
年首先在吉林、内蒙古等6个省份试点,2012年中

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险种的补贴区域扩大至全

国,在由点到面的复制推广过程中,农业保险具有

“低保障、广覆盖”的特点,主要是为农业经营主体在

农业生产中的直接物化成本提供风险保障,其中种

植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机耕、灌
溉、地膜6项。鉴于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不适应农

业生产经营形势的变化,农户特别是规模经营农户

的风险保障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9],典型表现为

保额不能完全覆盖生产成本、保障不能有效化解市

场风险等,2017年4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2017—2018两年在13个粮食主产省选择

200个产粮大县,以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

为标的,在面向全体农户的基本险基础上,针对种田

大户、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试点保障金额

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地租”的农业大灾保险政策;
作为一项过渡性的试点政策,农业大灾保险于2019
年扩大至500个产粮大县,且自2022年起予以取

消,由完全成本保险或种植收入保险替代。按照近

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的要求,2018—2020年中国在内蒙古、辽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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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的

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其中完全成本保险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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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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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大粮

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范围扩大至

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产粮大县,但纳入补贴范围的

实施县数不超过省内产粮大县总数的60%,2022年

实现实施地区产粮大县全覆盖。
因此,经过十多年渐进式改革发展,中国农业保

险政策在保险标的、责任范围、财政补贴、保险费率

等方面已逐步升级。2007—2021年,农业保险保费

收入从51.8亿元增长至965.18亿元,中央财政补

贴金额从21.3亿元增长至333.45亿元,提供风险

保障从1126亿元增长至4.78万亿元①,农业保险

在助力精准扶贫[10]、推进乡村振兴[11]、保障粮食安

全[12]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伴随中国农业保险政策

逐步升级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种植业结构也随之

调整;根据统计数据,2005—2020年,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扩大1248.98万hm2,占比由67.07%增长到

69.72%,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减少49.04万hm2,占
比下降2.65%[13]。基于上述背景,具有渐进式改革

特征的农业保险政策是否显著推动种植业结构调

整? 是否使农业生产更具“趋粮化”特征? 其作用大

小如何? 该影响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

题,国内学者还鲜有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

究以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保险由逐步试点到政策

升级为研究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业保险政策影

响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制,同时利用全国31个

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

型实证检验农业保险政策影响种植业结构的具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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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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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传导机制;同时,从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

平衡区①考察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最后,根据结果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旨在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激励农户种粮、地方抓粮提供可选择的政策

工具。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保险政策影响农户种植行

为进而作用于种植结构调整的研究,一致认为财政

补贴比例[14]和保险保障水平[15]是影响农户行为的

两个关键因素;其中,国内学者围绕农业保险对农户

行为或产出水平影响的分歧,主要原因是传统农业

保险政策的“低补贴”“低保障”特点;也就是说,多数

国内学者是在低保障水平的农业保险政策设计下研

究农户种植行为变化[16-19]。
多数学者发现,参与农业保险对促进农业产业

整合[20]、农业多样化、专业化种植存在正向影响[21],
还会激励农户调整土地资源配置[22],典型表现是扩

大被保作物种植面积[23-24],其中,作物价格是保费补

贴影响土地利用的重要因素,当作物价格适中时,补
贴更能影响农户调整土地利用;在不提供补贴的情

况下,3%的草地不会被用于种植;若在作物生产的

前 五 年 取 消 保 费 补 贴,将 使 草 地 转 化 率 下 降

4.9%[25]。在参与保险影响农户作物种植结构方

面[26],随着作物保险计划扩大,不同作物的种植面

积响应各不相同,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大麦小幅

增加,而小麦没有明显变化,大豆小幅增加但不显

著[27];每 增 加 10% 的 补 贴,会 使 种 植 面 积 增 加

0.43%,且增加保费补贴比提高粮食价格对种植面

积的影响更大[28]。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个体行为选择取决于

行为实施前后收入和成本的比较。农户在有限的土

地上选择种植何种作物,关键在于种植该作物的成

本与收入。令X、Y 分别表示农户的生产投入和产

出,根据边际分析法,如果农户选择种植被保作物,
在支付ΔX 的新增成本后,其可获得新增收益ΔY。
若ΔX<ΔY,则表明种植被保作物能够实现利润最

大化,农户的种植选择合乎理性;若ΔX=ΔY,则表

明种植被保作物的利润为零,农户选择种植被保作

物不存在正向激励;若ΔX>ΔY,则表明种植被保

作物的利润为负,农户会拒绝种植该作物。现实中,
农户选择种植何种作物的生产行为不仅需要满足利

润最大化条件,还受选择种植该作物产生的风险制

约,例如,作物价格变动风险、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农

户自身的风险认知等[29];一般而言,风险偏好型农

户趋向选择种植利润较高且风险较大的经济作物,
风险厌恶型农户趋向选择种植利润较低但受农业保

险保障更深的粮食作物。
假设农户在现有的土地资源下,根据自身禀赋

及外部条件做出最优种植选择,对于不同的作物j
(j=1,2,…,j)农户选择种植的面积为Aj。农户面

临随机的每单位面积收入Rj,每单位面积预期收入

为Rj;令Cj(Aj)为种植面积Aj 的作物所产生的成

本;假设每种作物的保险保障水平为θj,其代表农业

保险保障的每单位面积预期收入的百分比,且要求

农户每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具有相同的保险保障水

平,则农户种植被保作物的收入等于实现的市场收

入Rj 和保险保障θj
Rj 的最大值;令Pj(θj)表示农

业保险费率,政府以Sj(θj)的比例补贴保险保费,则
农户支付的保险费率为1-Sj(θj)Pj(θj)。因此,农
户种植作物的利润为:

π=∑
J

j=1
max(Rj,θj

Rj)Aj-

[1-S(θj)]Pj(θj)θj
RjAj-Cj(Aj) (1)

为使农户利润最大化,对式(1)求导:

Max
(Aj)

U =∫Uj{∑
J

j=1
max(Rj,θj

Rj)Aj-

[1-S(θj)]Pj(θj)θj
RjAj-Cj(Aj)} (2)

令式(2)对Aj 求一阶导数,则可得到农户的最

优种植面积:

U
Aj

= [1+κj(θj)θj]Rj-Cj

Aj
=0 (3)

式中:κj(θj)=S(θj)Pj(θj),表示一单位保险责任获

得的保费补贴;上式表明,额外种植一单位面积作物

的边际收益取决于一单位保险责任获得的保费

补贴。
已有研究发现,高保障水平的农业保险会扩大

被保作物的种植面积,提升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促
进种植结构专业化[30],在过往十多年的农业保险政

① 按照《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国分为3个生产功能区,分别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产销平衡

区。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13个省份;粮食主销区包括北京、浙江、
福建、广东、海南、上海和天津7个省份;粮食产销平衡区包括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1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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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试点中,从最初遵循“低保障、广覆盖”原则到政策

逐步升级,按照保障物化成本、完全成本、农业收入

的先后次序,循序渐进地使得种粮农户受到更高的

农业保险保障。另外,中国粮食作物保险开展比经

济作物早,平均保费补贴比例更高[31],且前者的保

险费率低于后者,伴随农户投保需求不断增长,种植

粮食作物的农户参保广度和深度也更高,其作物种

植选择逐渐向粮食作物倾斜[32],由此,在农业保险

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与经济作物相比,其在扩大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的过程中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33]。
因此,在上述粮食作物的保险保障水平及保费

补贴比例高于经济作物的前提下,农业保险政策对

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两条路径,如图1所

示:一是直接的保障效应;当粮食作物的保险保障水

平提高时,既有可能激励未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选

择种植,也有可能激励已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调整

种植面积比重。通过κj(θj)可以发现,提高粮食作

物的保险保障水平会使农户获得的保费补贴增加;
同时,提高保障水平可以降低种植粮食作物产生的

收入风险[34],进而激励农户选择种粮,影响其种植

结构。二是间接的补贴效应;保持粮食作物的保险

保障水平θj 不变,补贴比例提高可增加一单位保险

责任获得的保费补贴,这会增加农户种植粮食作物

的预期收入,促使农户调增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或扩

大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使其种植结构具有“趋粮化”
特点。

图1 农业保险政策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机制

Fig.1 Influencemechanism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onfarmers’plantingstructure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渐进式改革的农业保险政策可能会通

过增加预期收入和提供风险保障的途径影响农户种

植行为,具体表现为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促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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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结构“趋粮化”。
另外,因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气候、环境、

历史等特征各不相同,加之不同地区农户的种植观

念有别,使得各地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与农户作物种

植选择存在较大差异,农业保险对农户种植结构的

影响也可能会有所差别,故有必要考察各农业生产

功能区的农业保险政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首先,
粮食主产区的省份一般均是产粮大省,是国家粮食

作物种植的核心区域,农户需要农业保险工具规避

经营风险,且近年来的农业保险渐进式改革向粮食

主产区的倾斜程度更大,典型表现是保费补贴比例

更高[17],由此使得农户会因参与农业保险而调整种

植结构。其次,粮食主销区的省市一般位于中国

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地矛盾突出,二、三
产业更为发达,故渐进式改革的农业保险政策对

该类地区粮食作物种植的影响可能是负向。再

次,粮食产销平衡区的省份大多位于中国农业生

产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不利于粮食作物种植,故
渐进式改革的农业保险政策对该类地区粮食作物

种植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说2:
假说2:农业保险政策对种植结构的调整因区

域不同存在异质性;其中,粮食主产区较粮食主销区

和产销平衡区的政策效应更为显著。

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由于中国农业保险政策具有渐进式改革特点,
其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由点到面的逐步复制推广及转

型升级,故本研究将农业保险政策的渐进式改革作

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方法评

估该政策对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35]。本研究设立

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yit =α0+α1Policyit+α2Xit+λi+ωt+εit (4)
式中:i为省份(i=1,2,…,31),t为年份(t=2005,
2006,…,2020);yit为省份i第t年的作物种植面积

或作物种植面积比例;为i省第t年是否实施农业

保险改革政策,若已实施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X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λi 和ωt 分别是省份和时

间的虚拟变量,用于控制地区和年份的固定效应;εit

是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选取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及其占比(yit);同时,为进一步探究农业保

险政策改革对不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本研

究引入不同作物占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的比例反映i
省在t年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动态。

2)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虚

拟变量(Policyit)表示i省第t年是否实施农业保险

政策改革,若实施改革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根据中国农业保险政策升级及改革实施的具体时

间,可区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7—2017年

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第二阶段是2017—2018
年的农业大灾保险政策;第三阶段是2019年及以后

的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政策。因

此,本研究引入各阶段政策改革虚拟变量,根据阶段

时点不同对变量做如下处理:第一阶段2007年以前

取值为0,2007—2017年取值为1;第二阶段2017
年以前取值为0,2017和2018年取值为1;第三阶

段2019年以前取值为0,2019年及以后取值为1。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是分省份逐步推进,具体

如表1。

3)控制变量:作物价格、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
业保险赔款支出、财政支农水平、农业就业比例、农
业生产条件、农业机械化水平。价格是影响农户选

择种植某类作物的核心因素,本研究选用3种主粮

作物即稻谷、小麦和玉米每50kg平均出售价格。
若粮食作物价格不断上升,则会激发农户种粮积极

性,促使种植结构“趋粮化”。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其
可体现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数值越大,说明需求

越旺盛,进而影响农户种植决策。农业保险赔款支

出,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保障

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促使农户改变种植行为,诱导其

调整种植结构。财政支农水平,通过财政涉农支出

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表示,其是国家财政支持“三
农”的重要手段。农业就业人员比重,采用第一产业

就业人员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员数的比例表示,其
可反映一个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影响农户

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以及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变量。
农业生产条件,用耕地灌溉面积表示,其是影响农户

作物种植决策的关键因素。农业机械化水平,可用

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有利于

种植结构“趋粮化”[6]。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选取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
治区)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第一产业就业

97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表1 不同省份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试点情况

Table1 Gradualreformofagriculturalinsurancepilotpoliciesindifferentprovinces

年份

Year

政策

Policy

试点省份

Pilotprovinces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吉林、江苏、湖南、内蒙古、四川、新疆

安徽、福建、海南、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

辽宁、山东、浙江

江西

甘肃、广东、宁夏、青海、山西、云南

广西、贵州、陕西、西藏、重庆

北京、上海、天津

2017

2018
农业大灾保险政策

河北、河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
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四川

2019

2020

2021

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收入保险政策

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南、安徽、湖北

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苏、江西、湖南、四川

  注: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整理。

Note:DataareadaptedfromChinaBankingandInsuranceRegulatoryCommission.

人员数、全社会总就业人员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农
林水事务支出、政府财政支出、有效灌溉面积、耕地

面积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36];三种主粮作物

价格等 数 据 来 自《全 国 农 产 品 成 本 收 益 资 料 汇

编》[37];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等数

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3]和各地区统计年鉴;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赔款支出等数据来自《中国保险

年鉴》[38];部分指标存在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插

值。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

3 实证结果

3.1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对种植面积及种植

结构影响的基准回归

如表3所示,模型1和2分别报告农业保险政

策影响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基

准回归结果,Policy的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正向。
可以发现,与未试点省份相比,参与农业保险政策使

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分别增加

13.719万hm2、26.085万hm2,说明参与农业保险

政策会扩大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且在一定程度上引致种植结构“趋粮化”,假说1
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中,由于农户种植行为具有一定惯

性,当年种植面积变化或结构调整可能受上一期经

济因素影响,故本研究借鉴刘蔚等[32]的做法,将控

制变量中三大主粮作物价格、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和

赔款支出等进行滞后一期处理。结果显示:水稻价

格、小麦价格上涨促进农作物总种植面积扩大,而玉

米价格降低并未影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可能

的原因是农户作物种植具有惯性以及国内对玉米的

需求较为旺盛。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体现了上一年度

农户的保险需求,农业保险赔款支出代表往期风险

保障水平,农业保险政策实施以后,二者系数显著为

正,是由于农业保险政策经过十多年渐进式改革发

展,政策逐步升级,保险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现阶

段具有高保障水平特征的政策有效保护和调动了农

户种粮积极性,促使农户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财政支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财政补贴强度,中
国财政支农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对农业生产发

展资金部分用于对种粮农户发放的一次性直接补

贴,农户获得的补贴增加会提高其预期收入,故而扩

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因此,渐进式改革的农业保

险政策通过增加预期收入和提供风险保障的途径激

励农户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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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分析

Table2 Variabledefinitionanddescriptiveanalysis

变量分类 
Variable 
categories 

变量

Variable

变量含义

Meaning

均值

Mean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农作物总种植面积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万hm2 523.387 8.855 1491.013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万hm2 359.224 4.652 1443.838

稻谷 稻谷播种面积,万hm2 96.642 0.000 423.871
被解释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小麦 小麦播种面积,万hm2 77.132 0.000 573.985

玉米 玉米播种面积,万hm2 112.970 0.000 631.782

豆类 豆类播种面积,万hm2 34.818 0.054 493.047

薯类 薯类播种面积,万hm2 27.320 0.036 138.380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

式改革Policy

是否参加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

是=1,否=0
0.575 0.000 1.000

政策改革阶段

核心解释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阶段1did1 是否参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是=1,否=0
0.494 0.000 1.000

  阶段2did2 是否参加农业大灾保险政策:是=1,

否=0
0.077 0.000 1.000

  阶段3did3 是否参加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

险和收入保险政策:是=1,否=0
0.024 0.000 1.000

稻谷价格 每50kg平均出售价格,元 121.831 68.870 172.970

小麦价格 每50kg平均出售价格,元 102.712 58.810 164.700

玉米价格 每50kg平均出售价格,元 90.858 45.470 131.630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百万元 964.195 0.010 7869.570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农业保险赔款支出 农业保险赔款支出,百万元 647.617 0.030 6803.180

财政支农水平 (涉农支出/财政支出),% 10.526 1.495 27.354

农业就业比例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全社会总

就业人员数),%
35.587 1.965 75.225

农业生产条件 耕地灌溉面积,万hm2 211.449 10.920 3145.900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 3041.823 94.000 13353.000

  表4报告农业保险三阶段试点政策对农作物总

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结构的影响。分政

策阶段看,与未试点省份相比,“农业大灾保险政策”

和“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政策”对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产生正向影

响,结果显示,两个阶段试点政策分别使粮食作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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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业保险政策对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3 Regressionresultsoftheeffect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on
sownareaoffarmcropsandgraincrops

变量    
Variable    

模型1:农作物总种植面积

Model1:Sownarea
offarmcrops

模型2: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Model2:Sownarea
ofgraincrops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

Policy

13.719***

(2.90)
26.085***

(5.81)

L.稻谷价格

L.Riceprice
0.512*

(1.96)
-0.190
(-0.77)

L.小麦价格

L.Wheatprice
0.953***

(2.74)
0.069
(0.21)

L.玉米价格

L.Cornprice
-0.561
(-1.63)

-2.271***

(-6.95)

L.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L.Premiumincome
0.008*

(1.75)
0.011**

(2.45)

L.农业保险赔款支出

L.Loss
0.021***

(4.01)
0.020***

(4.01)

财政支农水平

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
3.561***

(6.11)
2.500***

(4.51)

农业就业比例

Proportionofagriculturalemployment
0.463
(1.05)

0.770*

(1.84)

农业生产条件

Conditionsofagriculturalproduction
-0.008
(-0.91)

-0.007
(-0.80)

农业机械化水平

Levelof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
0.018***

(6.41)
0.012***

(4.68)

常数项

Constant
354.961***

(8.25)
409.635***

(10.03)

时间固定效应 Timefixedeffect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Provincefixedeffect Yes Yes

观测值 Observation 464 464

R2 0.492 0.517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Note:*,** and***indicatesignificancelevelsatthe10%,5% and1%,respectively.t-valuesarein

parentheses.Thesame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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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农业保险政策对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4 Regressionresultsoftheeffect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onsownareaof
farmcropsandofgraincropsandstructure

变量   
Variable   

模型1:农作物

总种植面积

Model1:Sownarea
offarmcrops

模型2: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

Model2:Sownarea
ofgraincrops

模型3: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占比

Model3:Proportion
ofsownareaof

graincrops

阶段1did1
7.163
(1.14)

4.535
(0.76)

-0.836
(-1.27)

阶段2did2
5.521
(0.79)

27.585***

(4.17)
3.219***

(4.38)

阶段3did3
10.108
(0.98)

37.240***

(3.84)
3.470***

(3.22)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Tim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Provinc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观测值 Observation 464 464 464

R2 0.485 0.519 0.310

植面积增加27.585万hm2、37.240万hm2,粮食作

物种 植 面 积 占 比 增 加3.219%、3.470%;然 而,

2007—2016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虽然对扩

大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具有正向

影响但并不显著,且在该阶段出现种植结构“去粮

化”现象,即参与试点政策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

降低0.836%,尽管效应不明显。由此说明:在农业

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的3个阶段中,“农业大灾保险

政策”和“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政

策”在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方面均实现预期效果,
其中后者更具“趋粮化”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三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是中

国农业保险政策的2.0版本,具有提标、扩面特点。
一是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两类政策的保障水平最高

均可达到相应品种种植收入的80%,大大超过传统

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最高40%的保障水平,极大地

稳定投保农户种粮收入预期。二是保险责任范围更

广,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涵盖主要自然灾害、重
大病虫害和意外事故等;种植收入保险的保险责任

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保险责

任范围设置相当广泛,基本解决农户种粮的后顾之

忧。三是政策实施范围更大,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风险保障需求,将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

均纳入保障范围。
为进一步探究农业保险政策对不同粮食作物面

积及作物结构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引入i省的各类

作物在t年的种植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然后引入不同作物与农作物总种植面积之比作为粮

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反映种植结

构的调整动态。回归结果如表5和6所示。由表5
可知:参与农业保险政策显著扩大稻谷、小麦和玉米

三大主粮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幅分别为6.57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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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4万和13.672万hm2,但明显缩减薯类作物种

植面积,对豆类作物种植面积存在正向不显著作

用。其中,对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的影响最大,可能

是因玉米种植成本较其他主粮作物低,以及近年

来国内肉类消费增加引致的对“饲料之王”玉米的

需求上升。

表5 农业保险政策对各类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5 Regressionresultsoftheeffect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on
sownareaofvariousgraincrops

变量   
Variable   

稻谷

Rice

小麦

Wheat

玉米

Corn

豆类

Bean

薯类

Potato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

Policy

6.577***

(3.60)
4.294***

(2.63)
13.672***

(4.27)
1.903
(0.81)

-1.555**

(-2.33)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Tim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Provinc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Observation 464 464 464 464 464

R2 0.327 0.220 0.586 0.170 0.424

表6 农业保险政策对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6 Regressionresultsoftheeffect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onplantingstructureofgraincrops

变量

Variable

粮食作物占比

Proportionof

graincrops

稻谷占比

Proportion
ofrice

小麦占比

Proportion
ofwheat

玉米占比

Proportion
ofcorn

豆类占比

Proportion
ofbeans

薯类占比

Proportion
oftubers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

式改革Policy

1.540***

(3.00)
0.484*

(1.66)
-0.220
(-0.73)

0.944**

(2.34)
0.167
(0.81)

0.008
(0.05)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Tim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Provinc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Observation 464 464 464 464 464 464

R2 0.267 0.197 0.271 0.436 0.353 0.295

482



 第10期 柴智慧等: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与种植结构调整———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

  由表6可知:参与农业保险政策使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占比增加1.540%,说明农业保险渐进式改

革显著促进中国种植结构向粮食作物调整,体现“趋
粮化”特点;分作物看,显著提升稻谷、玉米的种植面

积占比,增幅分别为0.484%和0.944%,降低小麦

种植面积占比0.220%,增加豆类和薯类作物种植

面积占比但均不显著。

3.2 异质性分析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对粮食主产区、主销

区和产销平衡区种植结构的回归结果是否存在异质

性? 由表7可知:参与农业保险政策对不同功能区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均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作用,但
政策实施仅促进粮食主产区省份的种植结构“趋粮

化”,各功能区存在明显差异,由此验证假说2。原

因可能是粮食主产区为中国产粮大省,农业保险政

策重点向该功能区倾斜,且政策试点的3个阶段只

有粮食主产区省份每个阶段均有参与,故渐进式改

革的农业保险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的重视可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粮食主销区一般是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省份,市场化程度高,农户在

作物种植方面更偏好于林果、蔬菜等经济作物,且过

往的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也最先发生在此

类地区;产销平衡区大多位于西部地区,山地较多,
粮食作物种植条件受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较大,故
农业保险政策实施对该功能区的影响效应未发生结

构性转变。

表7 农业保险政策对不同功能区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占比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7 Regressionresultsoftheeffect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onsownareaandproportionof

graincropsindifferentfunctionregions

变量   
Variable   

粮食主产区

Majorgrain-producing
areas

粮食主销区

Majorgrain-selling
areas

粮食产销平衡区

Producing-selling
balancedareas

面积

Area

占比

Proportion

面积

Area

占比

Proportion

面积

Area

占比

Proportion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

式改革Policy

14.722
(1.31)

1.612**

(2.23)
2.885
(0.98)

-1.697
(-0.86)

1.316
(0.33)

-0.696
(-0.74)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Tim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Provinc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Observation 194 194 105 105 165 165

R2 0.677 0.504 0.811 0.459 0.691 0.640

3.3 关于实证结果稳健性的讨论

3.3.1 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果分析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满足

稳定个体干预值假设;在中央统颁农业保险政策背

景下,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区实际自主制定实施

方案,即某个省份的试点政策对其他省份不存在影

响。二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保证事件随机和分组

随机,即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处理组和对照组

的结果趋势一致。本研究参考已有方法[39],采用事

件研究法检验平行趋势,选取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

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以全面反映参与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影响种植结构的动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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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显示农业保险政策影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的动态效果,其中横轴表示政策试点前后时间,由
表4的实证结果可知,在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

的3个阶段中,“农业大灾保险政策”和“三大粮食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政策”在扩大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及占比方面均实现预期效果,故该检验的

政策冲击时点视为第二阶段即“农业大灾保险政

策”;纵轴在(a)、(b)图中分别表示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的估计系数;虚线表示

95%置信区间。可知:在农业保险政策实施前,各阶

段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政策实施

前处理组和对照组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满足平行

趋势假设;在农业保险政策实施后,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对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

占比存在正向影响。

图2 农业保险政策影响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动态效果

Fig.2 Dynamiceffectofagriculturalinsurancepolicyonplantingstructureofgraincrops

3.3.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农业保险政策调整种植面积的效应受

某些遗漏变量干扰的可能性,本研究根据每年确定

的农业保险政策试点省份随机选择作为处理组,并
构造出政策虚拟变量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具
体是以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上述

过程重复500次进行安慰剂检验。图3为安慰剂检

验的结果,可知:政策虚拟变量估计系数的均值非常

接近于0且远小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基准回归系

数26.085;同时,估计系数的分布较为接近正态分

布,说明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对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的影响不由其他随机因素驱动,进一步证明上

文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3.3.3 子样本回归

虽然基准回归已尽可能控制影响作物种植面积

及结构的因素,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回归结果的可信度,但仍可能有一

些模型未观测到的因素影响种植面积和种植结构,
故本研究继续通过子样本回归的方式再次进行稳健

性检验。本研究将农业保险渐进式改革发展3个阶

图3 安慰剂检验

Fig.3 Placebotest

段中均参与试点的6个省、自治区及北京、上海、天
津3个直辖市剔除,按照基准回归中的变量设置,对
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占比再次回归,结果如表8,可知:农业保

险政策对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

估计系数均正向显著,对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的

影响虽不显著但为正向,原因可能是在子样本回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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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8 Resultsofrobustnesstest

变量

Variable

农作物总种植面积

Sownareaof
farmcrops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Sownareaof

graincrops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

Proportionofsown
areaofgraincrops

农业保险政策渐进

式改革Policy

15.617**

(2.53)
18.789***

(3.12)
0.650
(1.36)

常数项

Constant
459.313***

(8.02)
411.566***

(7.36)
61.232***

(13.84)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Tim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Provincefixedeffect
Yes Yes Yes

观测值 Observation 329 329 329

R2 0.541 0.485 0.482

剔除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南、安徽、湖北6个粮食

主产省份,且均是“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

入保险政策”的试点地区;同时,本研究的基准回归

发现农业保险政策按阶段看,第三阶段政策的“趋粮

化”特征最为明显,故在剔除部分样本后,可能造成

效应不显著的情况。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在构建“农业保险—种植行为—种植结

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中国自2007年实施的具

有渐进式改革特征的农业保险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选取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

数据构建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策对农作物

种植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并揭示政策效应可能存

在的区域异质性。结论如下:首先,渐进式改革的

农业保险政策通过保费补贴和保障水平的提高,
增加农户预期收入进而激励其种粮,对农作物总

种植面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种植结构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农业大灾保险政策”和“三
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政策”在扩

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方

面均实现预期效果,且后者效果更好。再次,分作

物看,参与农业保险政策显著扩大稻谷、小麦和玉

米三大主粮作物的种植面积,缩减薯类作物的种

植面积,对豆类作物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且提高了

稻谷、玉米的种植面积占比。最后,分区域看,农
业保险政策对不同功能区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异

质性,对扩大3个生产功能区的粮食面积均具有

积极作用,但仅在粮食主产区发生种植结构“趋粮

化”的变化。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

一,继续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优化保费补贴机

制,鼓励有条件地区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保障农户

种粮积极性。第二,因“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

险和收入保险政策”在激励种植结构“趋粮化”方
面优势明显,故要继续扩大最新农业保险政策试

点的覆盖面,逐步从主粮作物扩至非主粮作物,从
产粮大省扩至非产粮大省,从产粮大县扩至非产

粮大县。第三,因农业保险政策渐进式改革对促

进粮食主产区种植结构“趋粮化”的效果更为显

著,故应给予粮食主产区粮食作物种植更多保险

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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