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风“桑美”带来对水产养殖险的思考 

文/郑晓珍 王 芬 

   2006年第8号超强台风“桑美”是50年以来登陆我国大陆最强的台风。经国家减灾办与国家防
办初步核定，截至8月11日，台风“桑美”共造成浙江、福建两省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11亿元。给两
省种植业、渔业带来极大影响。据福鼎市政府公布的数据，仅福鼎市渔排网箱7万多口，损失达到
近6亿元。很多养殖户投资上百万元，一夜之间损失殆尽。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我国农产品的保险
问题再一次被广泛关注。 
   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状况和养殖险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发展极为迅速，养殖产量已占我国渔业总产量的60％，是目前世界上唯
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2003年1-11月份海水养殖产量达到945万吨，淡水产品产量达到
1512万吨，且水产养殖品进出口贸易额占了农业出口的20％，出口总额在农业内部各产业中排第一
位。 
   与渔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渔业养殖险却迟迟没有出台。个别地方，商业性的水产养殖险也因
赔付率高而告停办。与其他险种相比，水产养殖险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缺乏长期的连续的统计，
很难判断水产养殖的年收获量以及损失量，导致保险费率的确定较为困难。同时，由于水产养殖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养殖者的和照料，因此在发生灾害时难以分辨道德风险，从而也增加保险公司的经
营难度。另外，养殖险的标的是动植物，动植物是不断生长变化的，因此在损害发生时，很难判断
赔偿的幅度。例如养鱼保险，投入鱼苗数、捕捞数、水冲走与剩余数皆无法鉴定确切。 
   二、我国当前水产养殖险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养殖险都是空白，而养殖业因疾病、盗窃和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非常大，渔民
最想投保的也恰恰是这一块。浙江省渔船船东互保机构曾经开设过养殖险，终因逆向选择导致亏损
严重而被迫放弃。 
   1、财政支持力度小 
   由于渔业本身属于弱质产业，经济效益不高，商业的渔业保险单靠保险的收人难以支持其自
身的良性循环发展，需要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和制订特殊的政策保护措施。但从1996年开始我国各保
险公司逐步向商业化转变，国家不再对它们进行补贴，对农业保险也实行商业化运作。商业保险公
司唯一享受来自政府的优惠是免征8％的营业税，这与农业险高赔付率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实际
上，国际上凡是农业保险搞得较好的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都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如美国在1980至
1999年，政府为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共支出约150亿美元。法国对农业的补贴比例大约在50％－
80％左右，也就是说农户只需交20％－50％的保费。在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农民的保费由国
库予以补贴30％－50％。 
   2、水产养殖险的提供者少 
   由于渔业保险的赔付率较高，风险较为集中，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大多亏损。以上海
为例，1998年至2002年，渔业保险的陪率最高时达302.36 ％，最低时也有89.27％，平均赔付率为
154.07％，这意味着收上来的保费全部赔给客户还不够。居高不下的赔付率是导致农业保险不断萎
缩的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仅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商业性保险
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且所承担的农业险部分也基本处于亏损状态。对于渔业保险，只有上
海、浙江及广东等少数省份略有涉及，而且险种很少，渔业保险保障明显不足。 
   3、国家立法滞后 
   水产养殖险要走政策性这条路，就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而现在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农
业保险法，更别说渔业保险法或水产养殖法。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包括渔业在内的农业保险法规
至今仍然没有出台迹象。在一些渔业大国，比如日、韩两国，政府均制订了较为完备的渔业保险法
律法规。其中尤以日本最为完备，有关渔业保险及相关的法律达10部之多。 
   三、水产养殖险的发展对策 
   1、 增加财政补贴，设立巨灾保障基金 
   WTO《农产品协议》明确提出，政府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是“绿
箱”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要充分利用这个规定，对农民的保费或对经营主体的进行补贴，也
可以采取支持建立农业保险基金或购买再保险等方式对水产养殖的保险提供一定的支柱。 
   2、 增强农民保险意识，培训保险业务人 

 



   当前养殖保险在我国的认知程度较低，即便是在发达的渔区，渔业保险的意识也相当薄弱，
比如在这次台风“桑美”破坏严重的福建福鼎市的很多养殖户，根本就不知道有养殖保险这一回
事。因此，必须坚持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民群众对农业保险的性质、好处有比较深入
的了解。同时，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政府应更加重视农业保险业务人才的培训工作，开展农业
保险经营业务知识培训，在基层培养一批精通农业保险业务的人才。 
   3、加强水产养殖险的立法，增强执法力度 
   农业保险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如保险责任、再保险、保险费率、理赔计算等，这些都要
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使承保者与投保者的行为都能做到有法可依。虽然目前国家短期内出
台全国性相关法律法规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工作中已经形成的共识，在相应的
地方法规中做出了指导性和鼓励性的规定（作者单位：郑晓珍/浙江理工大学；王芬/浙江台州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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