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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从金融保险政策以及存在的保险政策欠缺、保险品种单一、基层金融保险服务水平不高、养

殖户对金融保险认识不足等问题介绍了湖北金融支持畜牧业发展概况，并提出依托金融服务平台，做好相关金融

保险试点工作，寻求国家财政及省级财政资金对保险支持畜牧业项目的倾斜，争取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的支持

等措施，为解决畜牧业风险高、贷款难、融资贵等日益突出的难题，保障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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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解决畜牧业风险高、贷款难、融资贵

等日益突出的难题，湖北省积极强化金融保险政策

对畜牧业的支持，联合相关保险公司先后推出了能

繁母猪保险、奶牛保险、育肥猪保险、生猪价格指数

保险等措施，从保源头、保生产、到保市场，对降低

养殖风险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服务。同时，成立农畜

产品交易所、畜牧投资公司，加强与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合作，为养殖企业融资提供了多种便捷渠道。

1 金融保险政策

1.1 创新农业保险

1）能繁母猪保险。湖北省根据国务院《关于促

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

22号）文件精神，以及财政部《关于印发能繁母猪保

险保费补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金 [2007]66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于 2007年 7月正式开启能繁

母猪政策性保险工作。能繁母猪保险运行机制：能

繁母猪保险期限为 1年，每头保险金额 1 000元，

保险费率 6%，保费 60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

50%，每头 30元；省级财政补贴 30%，每头 18元；养

殖户承担 20%，每头 12元。

2）奶牛保险。奶牛保险期限为 1年，每头保险

金额 6 000元，保险费率 6%，保费 360元。其中：中

央财政补贴 30%，每头 108元；省级财政补贴 30%，

每头 108元；县（市、区）财政补贴 20%，每头 72元；

养殖户承担 20%，每头 72元。

3）育肥猪保险。2012年，经过充分协商，并广泛

借鉴外省做法的基础上，湖北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联合人保公司制定出台了《湖北省育肥猪养殖保险

试点方案》，开展育肥猪保险试点工作。根据方案，

湖北省育肥猪保险以商业保险为主，每头猪保费最

高 800元，保险费率为 4%。

4）生猪价格指数保险。2014、2015年中央 1号

文件 2次提出，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

机制，探索及开展生猪等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湖北

省委 1号文件也提出要探索开展生猪等农产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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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保险试点工作。湖北根据实际情况及借鉴外省

经验做法，联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共同制定了《湖北省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工作方案》，并于 2014年 6月在全省 36个县开展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工作。其运作机制是：湖北省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以低于猪粮比基准 6︰1为赔付触

发条件，猪粮比以湖北省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的

数据为准，理赔按猪粮比区间进行赔付，如猪粮比

在 6︰1～5︰1，最多赔付 50元；在 5︰1～4.5︰1，最

多赔付 100元；每头猪最多赔付 1 500元。保险品

种主要为 1年期险种，保费为 24元 /头，其中地方

政府补贴 14元，养殖户承担 10元。

1.2 搭建电子交易平台

为促进湖北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推进现代畜

牧业与金融要素市场的融合，2011年湖北组建了武

汉农畜产品交易所。根据生产实际和市场需要，交易

所采取信用农业、挂牌农业、竞价农业及订单农业四

大交易模式，为湖北畜牧企业提供多种便利的交易

渠道。同时，交易所还提供融资服务、担保服务、保险

服务和租赁服务。其中融资服务主要是与五大银行

为合作企业、各专业合作社提供包括“互助基金”融

资、“联保贷款”融资、“订单质押”融资、“提货凭证”

融资、“小额贷款”融资等融资服务。担保服务主要为

在交易所参与交易的客户提供担保服务，方便客户

借贷款。保险服务主要为企业提供养殖、生产、加工、

运输等保险服务。租赁服务则为有需求的企业、农户

提供厂房、农业机械、生产设备等租赁服务。通过上

述服务措施，可以为企业解决融资难、资金周转难、

抵御市场风险等问题起到积极有效作用。

1.3 加强合作

针对畜牧养殖企业资金周转难、向银行进行借

贷等传统手段已不能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

要等问题，湖北省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鼓励企业积

极走出去，对外宣传展示企业自身实力，谋求上市

融资。2015年，湖北省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建

立了一个新的板块—“农畜创新板”，专门为有融资

需求意愿的、养殖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挂牌展示，

寻求区域市场的合作及资金支持。

2 存在问题

1）保险政策仍存在欠缺。由于财政资金支持力

度有限，部分保险政策仅以试点工作来开展，尤其

是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工作，虽然得到各级支持

和响应，但受资金限制，在实施过程和效果上仍存

在欠缺。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保险试点范围及

规模有限。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县、市仅为 36

个，仅占全省符合畜禽养殖县、市总数的 1/3左右。

而参保生猪规模为 119万头，仅占全省生猪年出栏

量的 3.7%；二是农民交保比例较高。按 1年期险种

为例，每头生猪保费为 24元，其中养殖户需要承担

10元，占保费比率高达 41.7%。

2）保险品种单一。湖北省的保险品种也主要只

是针对生猪、奶牛这 2个畜种，而针对蛋鸡、肉鸡、

肉牛、肉羊的基本没有，更不用说针对每 1个畜种

推出不同的险种产品。

3）基层金融保险服务水平不高。在基层，不仅

是畜牧业还是金融保险行业，都缺少相应的专业人

员，因此基层金融保险服务水平也不高。

4）养殖户对金融保险认识不足。尽管国家大力

提倡和扶持、省级大力推广和宣传，但由于受政策

资金限制、养殖户对市场风险主观判断等各方面原

因，养殖户对金融保险的认识仍然不够，对参保的

主动意识仍然不强，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依赖性仍

然较高。

3 建 议

1）依托金融服务平台，搭建养殖企业与金融机

构及社会资本之间的桥梁。利用农畜产品交易所，加

强对畜牧企业的金融知识及实际操作培训，发展订

单农业，努力做强做大平台的金融保险的中介服务。

2）做好相关金融保险试点工作。继续推广保险

试点，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多级资金支持（价格调节

基金、省级财政资金等），逐年递进，纳入中央政策

性保险；加强对保险险种的研发，创新发展多种保

险产品，建立一套长效机制，确保畜禽养殖保险持

续健康发展。

3）寻求国家财政及省级财政资金对保险支持畜

牧业项目的倾斜。通过提高湖北省畜牧业整体自身

实力，争取国家财政及省级财政资金，通过金融保

险手段支持畜牧业的发展。

4）争取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的支持。加强与阿

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京东金融等

互联网金融平台合作，帮助企业进行股权融资和私

募债券融资，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金融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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