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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业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日益凸显，农业巨灾保险作

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当前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

国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政府与市场协作、保险产品供需匹配以及风险分散机制等方

面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其发展。通过对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发展现状的分析，本文总结了其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提出了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与市场协作、推动保险产品供需匹配以及强化巨灾风险分

散机制等优化路径。研究结果为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以推动农业巨灾保险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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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scale and marketiz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risk of 
natural disasters faced by agricul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agricultural ca-
tastrophe insurance,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guaranteeing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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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tability of farmers’ incom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risk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e. However, China’s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has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ment and market collaboration, matching the sup-
ply and demand of insurance products, and risk dispersion mechanism, which restricts its develop-
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s of improving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promoting the matching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insurance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the mechanism of catastrophe risk dispers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theo-
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ll play of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in risk management,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stability of agri-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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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石，其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的

和谐稳定。然而，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

影响。近年来，我国遭受的洪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

破坏，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 10539.3 千公顷，

其中绝收面积为 980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3454.5 亿元[1]。而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

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对风险保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农业保险直险、再保险以

及公司巨灾准备金制度在内的风险管理体系，但在全国性的大灾基金和应急融资机制方面尚未完善。农

业巨灾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其作用愈发显著。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完

善巨灾保险制度”，这标志着国家对巨灾保险体系建设的关注和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农业巨灾

保险的引入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全面、更灵活的风险管理工具，帮助他们规避和应对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降低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参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2]。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制度，

既能解决政府救灾资金的缺口，又能弥补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普遍较低、补偿不足的问题，有

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水平。 
农业巨灾保险在国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但是在国内建立何种模式的巨灾保险，还是一个有

待商榷的问题。部分学者强调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甚至建议在一定的区域和范围内

实行强制性农业巨灾保险[3]。因为在短期内，选择政府直接主办经营的模式相对来说有保障，并较为容

易实现[4]。提供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是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的最优选择[5]。但这个模式增加了

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容易形成路径依赖[6]。还有一些学者建议运用市场降低运作难度，认为应该积极

利用基于保险基金、债券、期权和指数保险证券等其他创新保险工具[7]，并从市场博弈的角度提出应建

立共保体模式来整合行业资源，提高风险分散度，为我国农业巨灾保险行业的发展提供保障[8]。也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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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政府控制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建议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并与市场相结合的农业巨灾保险模式[9] [10]。 
尽管巨灾保险得到了政策上的支持和推动，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我国农业

巨灾保险体系的完善与落地实施任重而道远。由于农业巨灾风险高、损失大，且难以分散，在没有政府

补贴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通常不愿意提供农业巨灾保险产品[11]。风险分散体系的缺乏，也使

农业巨灾保险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问题[12]。我国东中西部农业巨灾发生风险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匹配，

造成了巨灾保险市场及灾后补偿体制无效[13]。虽然当前我国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已经较高，但是农业巨

灾保险的财政补贴政策还有待优化[14]。同时，农业巨灾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协助，当前没能很好地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利于农业巨灾保险全国的协同发展[15]。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我国农业巨灾保险的发展现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

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参考，进一

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保障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农业巨灾保险概述 

2.1. 农业巨灾保险概念及特点 

1) 农业巨灾风险 
农业巨灾风险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重大灾害性事件，对农作物、农业设施和农民经济

利益造成严重影响的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飓风、霜冻等)、疾病爆

发、有害生物侵袭、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因素带来的损失。 
农业巨灾风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突发性。农业巨灾风险往往是突发性的，难以预测和避免，一旦

发生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二是广泛性。农业巨灾风险覆盖范围广泛，可能影响整个农业生产系统，包

括作物、畜禽、渔业等多个方面。三是持续性。某些农业巨灾风险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如干旱或连续

的极端天气事件，给农业生产带来持续性的影响。四是累积性。农业巨灾风险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相互

叠加或累积，增加灾害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2) 农业巨灾保险 
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又称农业大灾保险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农业保险形式，它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过程

中因巨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补偿[16]。旨在通过政府、社会和农户共同努力，

实现对农业风险的有效管理和经济补偿。农业巨灾保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高风险性和高成本性。由

于巨灾事件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灾害损失的巨大性，保险公司在承保时需要充分考虑风险评估

和定价机制，导致保费相对较高。此外，农业产业的分散性和定损的复杂性也增加了保险经营的技术难

度和成本。第二，社会性和政策性。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农业巨

灾保险往往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政府可以通过出资购买保险、提供保费补贴等方式参与农业巨灾保

险，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提高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第三，逆周期性和长期性。在灾害发生后，

保险公司需要迅速响应并进行赔付，以缓解受灾农户的经济压力。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巨灾

风险的长期存在，农业巨灾保险需要具有长期稳定的运营机制，以确保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2.2. 农业巨灾保险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第一，转移和分散风险，降低农户经济损失。农业巨灾保险具有风险转移和分散的功能。通过将农

业生产中可能面临的巨灾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农民能够在灾害发生时获得经济上的支持，从而减轻因

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这种风险转移机制有助于农民稳定生产，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二，提高抗灾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了农业巨灾保险的支持，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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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地恢复生产生活，提高抗灾能力。这种资金支持有助于稳定农业生产，减少灾害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并为农民提供必要的资源以重建受损的农业设施。农业巨灾保险可以为农业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鼓励农民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进行生产，推动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第三，提高社会风险管理水平。农业巨灾保险还有助于提升政府加强风险管理的能力。通过建立巨

灾风险保险机制，政府可以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改善巨灾损失补偿机制，发挥市场在巨灾风险管理中

的作用。这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公共事物管理和财政压力，还有利于为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稳定的资金

来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整体社会风险管理水平。 

3. 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发展现状 

3.1. 政策演变过程 

我国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建立，多次发布相关政策支持与指导农业巨灾保险的发

展。2006 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要构建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

与分担体系，并探索设立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框架。到了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需要优化保险经济补偿机制，

推动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同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

导意见》也提出，应建立健全在财政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同年年底，财政部出台了《农

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重要进

展。随后，在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了建立巨灾

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强调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借助商业保险平台以及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方式，实现民生

保障与改善的目标。2017 年 5 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在粮食主产省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在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

南、四川等 13 个粮食主产省选择 200 个重要产粮县展开农业大灾保险试点。2021 年，财政部出台《农业

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修订)，允许试点地区提高准备金计提比例至 8%。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要“完善巨灾保险制度”，强调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解决农户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问题，同时

探索农村财产和农民人身风险保障的新模式。同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

扩大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保障范围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的通知》，提出要完善巨灾保险制度，并

扩大保险保障范围。 

3.2. 保险试点情况 

2014 年 5 月，深圳市率先启动巨灾保险试点，随后宁波、云南、四川、广东、湖南、河北、黑龙江

和广西等地相继跟进[17]。我国农业巨灾保险试点采取“区域聚焦、分类推进”策略，根据地理气候特征

和农业产业特点，在不同地区探索了差异化的保障模式，主要试点情况如表 1 所示。 

3.3. 典型地区实践 

1) 江西省赣州市——多方协作的农业巨灾保险 
江西省赣州市自 2021 年起建立了“政府牵头、财政支持、市场运作”的多方参与、风险共担、多层

分散的农业巨灾保险管理体系，涵盖暴雨、干旱、冰霜冻、大风和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受益范围涵盖

赣州市全市 20 个县(市、区)。在农业巨灾保险的推进中采取了多方协作的方式，由赣州市农业农村局牵

头，联合财政、气象、金融等多个部门共同制定实施方案，引入专业机构对当地主要农业灾害类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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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in pilot projects of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in China 
表 1. 我国农业巨灾保险主要试点情况 

试点区域 主要灾害类型 核心试点模式 代表性产品 

广东、浙江 台风、暴雨 政府共保体 + 指数保险 台风风速指数保险、水产养殖台风险 

黑龙江、吉林 低温冷害、洪涝 大灾风险准备金 + 再保险分层 玉米低温指数保险、水稻洪水险 

云南、四川 干旱、地震 特色农产品保险 + 财政补贴差异化 咖啡干旱指数保险、茶叶霜冻险 

河南、河北 干旱、冰雹 区域产量保险 + 金融科技定损 小麦干旱产量保险、设施农业冰雹险 

新疆 风灾、冰雹 棉花目标价格保险 + 多主体共保 棉花风灾指数保险、林果业冰雹险 

 
科学评估，结合历史数据设定合理的保险责任范围及赔偿标准。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共同支持

保费 1667 万元，以赣州市农业农村局作为投保人和受益人，当触发赔付机制时，保险机构将资金拨付至

相关县区财政局。2021~2023 年，赣州市农业巨灾保险共赔付理赔金 7580 万元，涉及 20 个县(市、区)，
惠及 140 个乡镇，农户 60,000 余户 1，修复了一批灌排渠系、钢架大棚棚膜、植保设施等，发放了一批农

业救灾物资、抗旱设备等，进一步提高了该市防范农业灾害的能力，稳定了农民收入，为全市农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2)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农业巨灾天气指数保险 
2021 年起，仁寿县开展农业巨灾天气指数保险试点工作。中国人寿财险四川分公司针对仁寿县域气

象特征，为其量身定制了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以仁寿县管辖区域内的全域农作物为标的，将强降水、高

温热害、干旱事件列为保险责任，基于精准气象数据设定触发阈值，被保险人为对当地农业生产负有灾

后救助义务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传统农业保险不同，基于客观气象数据“触发即赔”，无需对每一

户农户、每一块农田的实际损失进行逐一核查，极大简化理赔流程。2021 年至 2023 年，仁寿县累计从该

保险项目获得赔款 653.7 万元 2。2022 年 7 月，仁寿县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农作物受灾严重，触发保险责

任，中国人寿财险四川仁寿县支公司一周内赔付 568.1 万元。2023 年赔付金额为 85.6 万元。赔付资金及

时划转至县财政，专项用于全县减灾抗灾救灾相关工作，缓解财政救助资金短缺困境，为受灾群众和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经济支持。 
3)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商业性玉米种植巨灾保险 
2023 年，中国人寿财险吉林省分公司在梨树县率先开展商业性玉米种植巨灾保险创新项目试点。中

国人寿财险吉林分公司联合科研院校农业技术专家团队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深入调研走访，广泛征求各

方意见，确保产品科学性和实用性。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牵头搭建了政府、种植合作社、保险公司三位一

体的惠农项目交流支持平台，就产品方案各项内容进行多轮磋商探讨，最终确定保险方案。2023 年 7 月

19 日，吉林省成功签出首份玉米种植巨灾保险保单。这份保单为三家合作社提供了高达 481.73 万元的风

险保障，承保的玉米种植面积总计 6423 亩 3。相较于原有的政策性种植成本保险，该保险极大地增强了

对重大灾害风险的保障力度，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给予了有力的资金支撑。它在商业性巨灾保险领域踏

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切实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为乡村振兴事业增添助力，也使得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更

加健全。 

 

 

1市农业农村局：赣州市创设农业巨灾保险为农业保驾护航——赣州金融网。 
2如何当好减震器和稳定器？这是一份“国寿样本”——中国新闻周刊。 
3中国人寿模式案例入选农业农村部金融支农十大创新模式与十大典型案例——中国日报网(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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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 

4.1. 系统性法律法规保障缺乏 

农业巨灾保险作为特殊的保险领域，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亟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

系支撑。然而，虽然我国出台了《保险法》《农业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等法律规范相关保险活

动，但是在农业巨灾保险方面仍缺乏专门且系统的法律规范。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围绕

商业保险活动制定，未针对农业巨灾保险的特殊性，如高风险、高赔付、政策强依赖等特征，设立专门

条款。《农业保险条例》虽对农业保险有所规范，但在巨灾风险应对的深度和广度上不足，难以满足农

业巨灾保险发展的复杂需求。对比美国，其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构建起完备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明确规定政府、保险公司、农户在农业巨灾保险中的权利和义务，涵盖保险产品设计、费率厘定、补贴

标准、理赔程序等各环节，为农业巨灾保险的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我国因缺乏类似系统性法律，各

地在推进农业巨灾保险试点时，操作标准不统一。部分地区在保费补贴比例、理赔条件设定上差异较大，

导致保险市场混乱，农户对政策理解和预期不稳定，影响了农业巨灾保险的推广与发展。同时，农业巨

灾保险领域的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对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缺乏明确规定，这导致监管

力度不足，难以有效防范市场风险。例如，部分保险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设置复杂的理赔条件，增加了

农户维权难度。 

4.2. 政府与市场联动机制不足 

农业巨灾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协同配合，但目前二者之间的联动机制尚不健全，主要表现

为财政支持不足、政策执行力差以及市场化运作水平低等问题。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推动农业

巨灾保险发展，但在地方执行过程中，财政补贴比例偏低且分配不均。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 2023 年全

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约为 1200 亿元，中央财政安排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为 477.66 亿元，但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的补贴比例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这种区域不平衡现象削弱了农业巨灾保险的普惠性，部分地方

政府对农业巨灾保险的重视程度不够，政策落实不到位。在一些试点地区，由于地方政府未能及时拨付

配套资金，导致保险公司承保意愿下降。农业巨灾保险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产品设计单

一、定价机制不科学以及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例如，许多保险公司仍依赖传统的经验数据进行风险评

估，缺乏精准的大数据分析能力。此外，理赔流程繁琐、周期长也影响了农户的参保积极性。以江西省

为例，2021 年洪涝灾害发生后，部分受灾农户等待理赔时间超过 6 个月，严重影响了灾后恢复生产。 

4.3. 保险产品供需失衡 

在我国农业巨灾保险体系中，供需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从需求端来

看，农户对农业巨灾保险的需求日益增长且呈现多样化态势。随着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农户在农

业生产中的投入显著增加，面临的巨灾风险损失规模也不断扩大。同时，农户对保险保障范围的期望不

断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作物种植环节的自然灾害保障。然而，当前农户的保险需求未能充分释放，

一方面，部分农户对农业巨灾保险认知匮乏，防灾防损意识不足，另一方面，农户对巨灾风险的厌恶以

及“气象型指数保险”的基差风险显著也导致了对农业巨灾保险的低需求[18]。从供给端来看，目前市场

上的农业巨灾保险产品较为单一，保障范围也有限，并且由于缺乏相关专业人才，保险公司在风险评估、

产品设计及理赔定损环节可能存在缺陷，服务质量难以保障。保险公司在供给动力方面也存在不足，农

业巨灾保险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特性，赔付率居高不下，目前的补贴机制存在地区差异，部分经济欠发

达地区补贴力度不够，影响农户参保积极性，且补贴多集中在保费环节，对保险公司经营费用、再保险

补贴等支持不足。供需失衡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农业巨灾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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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风险分散体系薄弱 

农业巨灾的独特性决定了其与一般性自然灾害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农业巨灾损失呈现“低频高损”

的尾部分布和明显的“厚尾性”特征[19]，从而导致风险分散困难和单一化陷阱[20]。我国目前农业巨灾

保险风险分散体系尚不完善。再保险作为重要的风险分散手段，在我国农业巨灾保险中应用不足。国内

再保险市场规模较小，专业技术水平有限，难以承接农业巨灾保险的巨额风险。目前我国农业再保险保

费收入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也不健全。部分地区

虽已建立风险准备金，但资金规模小，积累速度慢，难以在巨灾发生时发挥有效作用。此外，资本市场

在农业巨灾保险风险分散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巨灾债券、巨灾期货等创新型风险分散工具发展滞后，

无法有效将农业巨灾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导致风险过度集中于保险公司，制约了农业巨灾保险业务的

拓展。 

5. 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优化路径 

5.1.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首先，要完善农业巨灾保险法律法规。加快制定和完善针对农业巨灾保险的专门法律法规，明确农

业巨灾保险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和监管要求。建立健全农业巨灾保险的法律责任体系，对违法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和处罚，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其次，要完善农业巨灾保险监管体系。制定专门的农

业巨灾保险监管政策和规范，明确监管目标、原则、方法和手段，确保农业巨灾保险市场的规范发展。

加强对农业巨灾保险产品设计、定价、销售、理赔等各个环节的监管，确保保险产品的合规性和市场公

平性。并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农业、保险、财政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形成监管合力。再

者，需要提升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加强监管部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具备农业风险、保险技

术和市场运作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提高监管水平，并定期组织监管部门开展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提升

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 

5.2. 加强政府与市场协作 

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优化发展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通力协作。第一，政府可以通过加强政策激励、

提高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导市场力量积极参与农业巨灾保险的发展。例如，可以对提供农业巨灾保险产

品的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保费补贴，降低其经营成本，提高其参与积极性。第二，政府各部

门之间要加强政策协调，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同时，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政府与市场之

间的数据交流和风险评估合作。政府可以定期发布农业灾害数据、风险评估结果等信息，为保险公司提

供决策支持，促进保险产品的创新和优化。第三，政府可以搭建农业巨灾保险的合作平台，促进保险公

司、再保险公司、科研机构等各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平台，各方可以共同研究农业巨灾风险的特

点和规律，探讨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和保险产品创新方向。 

5.3. 推动保险产品供需匹配 

推动保险产品供需匹配需要政府、保险公司、农户等多方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要激发保险公司

供给意愿。一是提供政策支持。可以通过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

其供给农业巨灾保险产品的积极性。二是鼓励产品创新。鼓励保险公司根据地区特点和农户需求，创新

农业巨灾保险产品，提供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另一方面则要提升农户防灾防损意识。加强农业巨灾

保险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农业巨灾保险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可以通过举办培训、

讲座等活动，向农户普及农业巨灾风险知识，增强其对巨灾风险的认知和理解。还可以分享成功防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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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案例和经验，让农户看到保险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其对农业巨灾保险的接受度和购买意愿。 

5.4. 强化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完善的保险风险分散体系是我国农业巨灾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再保险

市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措施，鼓励更多的专业再保险公司进入市场，增加再保

险供给。同时，要完善巨灾保险再保险机制，推动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明

确再保险的责任和分担机制，确保在农业巨灾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应当拓展风

险分散渠道。政府可以引导和支持保险公司发行巨灾债券，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巨灾风险的分

散。同时，加强巨灾债券市场的监管和规范，确保其健康发展。政府还可以设立专门的巨灾风险基金，

通过财政拨款、社会捐赠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在农业巨灾发生时提供经济补偿和风险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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