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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保险在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稳定农村经济和支持农业政策实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文章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户677户农户微观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ISM模型，探究了影响

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风险偏好等因素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

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是负向影响。ISM结构模型表明地块连片程度和年龄是

影响保险购买意愿的深层次因素；受教育年限、风险偏好、农地确权等是中间层次的间接因素；最表层

的直接驱动因素则是农业经营总收入。结合实证检验的结果，从宏观政策、中观区域及微观个体层面提

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及实践经验，推动

江西省农户积极购买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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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tabilizing rural economy and supporting the implemen-
tation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ased on the micro-data of 677 rice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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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constructs a binary Logistic-ISM model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pur-
chas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ag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risk prefere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buy agricultural insur-
ance, while the years of rice planting for decision maker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ISM structural 
model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land contiguity and age are the deep factors affecting insurance pur-
chase intention. Years of education, risk preference and land ownership are indirect factors in the 
middle level. At the top, the direct driver is total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test, practical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macro policy, 
the middle region and the micro individual level.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scientific the-
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China, 
and promotes the active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by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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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影响着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一直将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

位，通过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市场引导等多种手段，推动农业现代化，确保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全球

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活动的特性使农业变得更加脆弱。农业保险在国家和

社会层面上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不仅能帮助应对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保障农民的生计，还能促进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有很多，国外有观点认为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受到自然灾害、农业技术进步、

农户收入、土地生产力等因素的影响。如 Farhangfar S [1]等人在关于是否提出农作物保险索赔的研究中

指出，这取决于许多动态和变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直接或间接受到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Tan C [2]
等人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指出农业技术进步在降低部分农业风险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同时也

影响着农民的农业保险行为。与此同时，Kurdyś-Kujawska A [3]等人使用 TOPSIS 方法来组织对象，揭示

了波兰的农作物保险主要由生产力较高的农场使用，因为这些农民面临着道德风险和更危险的活动。在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赵树慧和谭偲凤[4]等人运用 Logit 模
型和多元 Logit 模型分析指出有必要在务农收入占比高、种植规模大、没有固定非农收入的农户中推广传

统的物化成本保险。崔佳宁、安石[5]通过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耕种面积、认知程度、

理赔程序、投保费用、自然灾害是影响农户保险购买的主要因素。曹楷朋[6]聚焦于湖南省种粮大户的农

业保险购买意愿，从种粮大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状况以及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指出风险认知程度、收入水平、性别、年龄、受文化教育程度、种植面积、主要种植作物等因素影响种粮

大户购买农业保险。胡新艳和郑沃林[7]建立分析框架，探讨了“气候变化、农业风险与农户农业保险购

买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显著促进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需求。由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

病虫害风险具有突发性，农户难以通过事前措施有效分散风险，这种情况增强了他们对损失的敏感性，

进而转化为对保险的需求增加。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研究。一是主要集中于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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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的方向和程度的探讨，缺乏对各因素之间关系和层次性的进一步研究。第二，

以往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国内其他省份，而对江西省水稻种植农户农业保险购买情况的研究较少。第三，

目前的研究大多只采用普通回归和逻辑回归的方法，很少会采用其他方法进一步探讨农业保险购买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系。 
因此，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选择江西省作为研究区域。首先，对农业保险购买的情况进行描述

性统计分析；其次，利用二元逻辑模型确定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最后，利用解释性结构模型

(ISM)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和层次性。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本研究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来了解江西省稻农对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

其次，本研究利用 ISM 模型对稻农的农业保险购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将影响因素分为直接因素、中

层因素和深层因素。可以揭示各种影响因素的内在规律，并提出政策建议。第三，得出以下对策建议：

提高农民政策认知水平；鼓励土地流转，扩大水稻经营规模，提升农业保险的参保意愿；改进农业保险

所存在的问题，增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满意度和购买意愿。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因素分为户主个体特征、家

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村域特征和政策环境特征[8]。 
户主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风险偏好、种水稻年限。关于性别对农

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农村家庭存在“男性主导”的决策模式[9]，男性往往扮演着农地决

策者的形象，决定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体现了农户认知水平的高低，接触新事物的差

异化特性[10] [11]。而农户健康状况不佳通常意味着高额的医疗费用，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大，对耕地

的依赖性更强，更有可能购买农业保险[12]。农业保险对农户经济韧性有正向影响，风险偏好会影响到农

户购买农业保险的主观意愿[13]。而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越长，越具有农业生产的专业技能，对农业

生产规律把握得越好，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增强，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4]。 
家庭特征包括：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农业劳动力数量、水稻经营面积、农业经营收入。一般而言，户

主家中若有村干部可以及时了解、利用信息资源。村干部相比其他普通农户更具有出色的接受能力、逻

辑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农业劳动力数量越多，农业收入越高[15]。而增加种植面积，提高农业生产的规

模化、机械化是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且在这一路径中农业保险赔付水平对

农业收入影响效应最大[16]。 
生产经营特征包括：遭受农业灾害情况、雇佣机械进行水稻种植的难易度、地块连片程度、农地地

势、水稻肥力。农业保险是农民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主要措施[17]，农业保险可以降低农业风险，

农户为保证基本农业收入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雇佣机械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的难易度会影响机械化作

业的效率，雇佣机械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越容易，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越高；不同程度的地块连片

会影响规模户的土地生产率[18]。地势会影响土壤的形成和演变，山地和丘陵地区常常土壤侵蚀严重，肥

力相对较低，而平坦的农田土壤较为肥沃，适合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村域特征包括：该村在本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村交通条件。一个地区或者村落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会带动农业、农副产业方面的收入增长，促使农民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与提升。交通不便往往会

影响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限制农民收入和发展机会；而交通网络较为发达，有利于农民获取市场信息

和销售农产品。 
政策环境特征包括：农地是否确权、是否加入水稻种植合作社。经过确权颁证之后，土地既是资源，

又是资产，农民就握住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倘若耕地面积“四至不清、面积不明”，土地规模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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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难以安心经营[19]。中国农业合作社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合作社

通过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能够加强农民对保险的了解和认识，增强参保意愿。并且合作社可以缩

小农户之间在经济、经营、利益与群体上的分化差距[21]。 
综上，本文假设户主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村域特征、政策环境特征会影响其购

买农业保险的意愿。 

3. 数据、模型构建、变量选取 

3.1. 数据区域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生产性服务决策行为、外溢效应与机制设计——以江

西省为例》的江西省实地问卷调研数据。样本数据范围涵盖了江西省 10 个地级市 35 个县，93 个乡(镇)、
245 个行政村。剔除残缺值和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77 份。 

3.2. 模型构建 

3.2.1. Logistic 模型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2]，本文研究对象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是典型的二项选择题，故构建二

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模型表达式如下： 
 Y Xα β µ= + +  (1) 

(1)式中，𝑌𝑌表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X 表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β 为待估系数，𝛼𝛼
为常数项，μ为误差项。 

3.2.2. ISM 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ISM)是一种由美国学者 J. N. Warfield 教授于 1973 年提出的系统分析方法，旨在分析

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及其影响层级[23]。在众多研究中[24]-[27]，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探讨复杂社会经济

系统中各要素作为前提条件及其相互影响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 Matlab7.0 对影响因素进行 ISM 模型分

析。该模型的具体步骤如下： 
假设二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后的影响因素有 k 个，用 0S 代表被解释变量，即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

愿， ( ) 1, 2, ,iS i k=  表示第  i 个显著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因素。式(2)确定对应的邻接矩阵 B 的

各元素，公式(3)计算可达矩阵Ｍ，根据式(4)划定各层级因素。 

 ( )
1    

    , 0,1, 2, ,
0    

i j
ij

i j

S S
B i j k

S S
= =




与 有关系
 

与 无关系
 (2) 

 ( ) ( ) ( ) ( ) ( )1 1 2 n n nM B I B I B I B I B I+ −= + = + ≠ + ≠ ≠ + ≠ +  (3) 

式中：I 为单位矩阵；2 ≤ λ ≤ k；矩阵的幂运算使用布尔运算法则。 

 ( ) ( ) ( )}{    0,1, , .i i i iL S P S Q S P S i k= ∩ = = ｜  (4) 

式中： ( )iP S 表示可达集，即 iS 行中矩阵元素为 1 的列相应要素形成的集合； ( )iQ S 为先行集，即 iS 列

中所有矩阵元素为 1 的行相应要素形成的集合。 

3.3. 变量选取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参考前人研究成果[28]-[30]，本文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

经营特征、村域特征和政策环境特征等方面选取变量。上述变量设定与赋值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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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 想 = 1，不想 = 0 0.804 0.398 

解释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男 = 1，女 = 0 0.979 0.142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1.957 7.802 

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8.112 3.230 

健康状况 
1 = 无劳动能力， 
2 = 差，3 = 中， 
4 = 良，5 = 优 

4.443 0.714 

风险偏好 
1 = 风险规避， 
2 = 风险中立， 
3 = 风险偏好 

1.669 0.807 

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 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年) 22.251 12.714 

家庭特征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1 = 是，0 = 否 0.256 0.436 

农业劳动力数量 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人) 1.836 0.680 

水稻经营面积 亩 180.251 340.019 

农业经营总收入 万元 18.627 44.777 

生产经营特征 

最近两年是否遭受农业灾害 1 = 是，0 = 否 0.731 0.444 

水稻用地肥力 1 = 差，2 = 中， 
3 = 良，4 = 优 2.755 0.828 

雇佣机械为水稻 
种植提供服务难易度 1 = 难，2 = 一般，3 = 不难 2.640 0.620 

地块连片程度 1 = 很分散，2 = 较为分散， 
3 = 部分连片，4 = 都连片 2.920 0.846 

您所经营的 
土地所在村的地势 

1 = 山地， 
2 = 丘陵，3 = 平原 2.270 0.572 

村域特征 

该村在本镇内 
经济发展水平处于 

1 = 很低， 
2 = 相对低，3 = 中游， 
4 = 比较高，5 = 很高 

3.064 0.697 

您所在自然村交通条件 
1 = 很差， 

2 = 较差，3 = 一般， 
4 = 较好，5 = 很好 

3.762 0.774 

政策环境特征 
农地是否确权 1 = 是，0 = 否 0.907 0.291 

是否加入水稻种植合作社 1 = 是，0 = 否 0.194 0.395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二元 Logistic 模型的估计结果，选取出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再采用 ISM
模型来分析显著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因素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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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Logistic 回归结果与分析 

利用 Stata 17 软件进行回归，得到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根据模型结果，自变

量的值为 0.268，表明自变量解释因变量变化的能力较强。具体回归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Logistic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Logistic 模型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差 

个体特征 

性别 −0.897 0.876 

年龄 0.059*** 0.021 

受教育年限 0.118*** 0.045 

健康状况 0.021 0.177 

风险偏好 0.323* 0.173 

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 −0.030** 0.013 

家庭特征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0.745** 0.343 

农业劳动力数量 −0.270 0.184 

水稻经营面积 0.009*** 0.003 

农业经营总收入 0.037* 0.022 

生产经营特征 

最近两年是否遭受农业灾害 0.956*** 0.278 

水稻用地肥力 0.033 0.157 

雇佣机械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难易度 0.647*** 0.201 

地块连片程度 0.366** 0.158 

您所经营的土地所在村的地势 −0.301 0.219 

村域特征 
该村在本镇内经济发展水平处于 −0.207 0.208 

您所在自然村交通条件 −0.094 0.178 

政策环境特征 
农地是否确权 0.885** 0.386 

是否加入水稻种植合作社 0.272 0.417 

 Constant −4.767 1.848 

 Log Likelihood −245.628 

 Pseudo R2 0.268 

 Prob > chi2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4.1.1. 个体特征 
户主年龄和受教育年限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户主年龄越大，能力和精力越有限，农

业收入来源无法得到保障，越会购买农业保险。农户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能力、接

受能力和理解能力也更强，更加愿意购买农业保险。风险偏好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农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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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风险的农户为减轻冒险性行为所带来的损失，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在 5%的

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务农时间越长，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越丰富，应对风

险的能力越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就会降低。而健康状况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

的原因是本文的调查对象中大部分水稻种植户身体较为健康，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和无劳动能力的种植户

仅占总样本数的 1.6%。 

4.1.2. 家庭特征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在 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购买保险意愿，这与前文假设一致。水稻经营面

积在 1%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因为相对于小规模农户而言，种植面积越大，农户对风险的警觉和防范

意识也越强。同时，种植面积越大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越严重，因此农户会更加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农

业经营收入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农业收入越高说明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越大，风

险对家庭的冲击也越大，越会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4.1.3. 生产经营特征 
最近两年遭受农业灾害的情况在 1%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近几年遭受到的农业灾害会使农户

深感农业灾害带来的痛苦，为了减轻和规避灾害风险带来的压力，农户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雇佣机械

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的难易度和地块连片程度分别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说明机械化作

业越便利和地块越连片，越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而规模化的农户更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4.1.4. 政策环境特征 
农地确权情况在 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当农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时，会对地权安全

性的感知更加强烈，这会强化农户的行为能力，所以更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4.2. ISM 结果与分析 

 
Figure 1.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influencing factors 
图 1. 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 

 
由表 2 的回归结果可知，显著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因素有 11 个，分别用 S0，S1，S2，S3，

S4，S5，S6，S7，S8，S9，S10，S11表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风险偏好、最近两年是否遭受农业灾害、

地块连片程度、农地是否确权、农业经营收入、水稻经营面积、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种田决策者种水稻

年限、受教育年限、年龄、雇佣机械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难易度。 
在咨询相关专家以及结合实际调研情况的基础上，得到如图 1 所示的 11 个影响因素及农户购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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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意愿之间的逻辑关系。其中，“A”表示列对行产生影响，“F”表示行对列产生影响，“0”表示行

和列因素之间无影响。根据图 1 和式(3)得到影响因素间的邻接矩阵 B(略)，计算可达矩阵 M，如图 2 所

示。根据式(4)划定各层次因素，得到 L1 = {S0}，然后依次得到 L2 = {S5}，L3 = {S6, S8}，L4 = {S1, S2, S4, 
S7, S9, S11}，L5 = {S3, S10}。 

 

 
Figure 2. Accessibility matrix among influencing factors 
图 2. 影响因素间的可达矩阵 

 
由图 2 可知，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 11 个显著影响因素划分为 5 个层次，11 个因素之间构成一

个逻辑关系链，利用有向边连接相邻层级因素，得到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影响因素间的层次关系(图 3)。 
 

 
Figure 3.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图 3. 影响因素间的关联与层次结构 

 
结合表 2 模型回归结果及图 3，得出在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中，表层直接因素为农业

经营总收入；中层间接因素有水稻经营面积、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受教育年限、风险偏好、家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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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村干部、农地是否确权、最近两年是否遭受农业灾害、雇佣机械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难易度；地块

连片程度和年龄是深层根源因素。 
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层次结构可以用“四条路径”来概括。 
(1) 路径一：受教育年限→水稻经营面积→农业经营总收入→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受教育年限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理解和接受能力，农户所具备的这些能力越多越敢于扩大农业

生产，扩大农业生产在非特殊情况下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农业收入。农业收入越高意味着农业收入在家庭

总收入中比重较大，农户出于理性决策，为了减轻风险和损失，会更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2) 路径二：风险偏好、农地是否确权、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最近两年是否遭受农业灾害→水稻经营

面积、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农业经营总收入→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风险偏好会影响农户的水稻

经营面积和种水稻年限。农地确权会使农户对农地具有更强的安全感，使农户愿意扩大经营面积和种植

年限。家中若有村干部，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信息，全面的信息支持可以帮助农民在经营决策中更加理

性和科学，因此会影响户主的种植面积和年限。近几年所遭受的灾害情况会使农户减少种植面积，若灾

害损失惨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种植年限。水稻经营面积和种植年限对农业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农业经

营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户能够获得更为可观的盈余，从而有能力购买农业保险。 
(3) 路径三：地块连片程度→雇佣机械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难易度→水稻经营面积、种田决策者种水

稻年限→农业经营总收入→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地块连片程度作为深层根源因素，决定着农地能否

实现机械化作业，能否扩大农业生产实现规模化经营，从而影响农户的水稻经营面积和继续进行水稻种

植的决策，最终影响农业收入。农业收入越高越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4) 路径四：年龄→农户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农村的老龄化意味着农户健康状况锐减，耕作能力有限，

另外，高龄农户幼年普遍接受教育甚少，致使专业技能掌握不足。为了弥补以上不足并且保障基本收入，

农户往往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文中通过建立二元 Logistic 模型及 ISM 模型，对江西省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

探讨，得出以下结论： 
(1) 年龄、受教育年限、风险偏好、家中有村干部情况、水稻经营面积、农业经营总收入、最近两年

遭受农业灾害情况、雇佣机械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难易度、地块连片程度与农地确权对农户购买农业保

险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而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是负向影响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2) 地块连片程度和年龄是影响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深层次因素；水稻经营面积、种田决策者种水

稻年限、受教育年限、风险偏好、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农地是否确权、最近两年是否遭受农业灾害、雇

佣机械为水稻种植提供服务难易度则是中间层次的间接因素；最表层的直接驱动因素则是农业经营总

收入。 
(3) 农户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受到多个显著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联，表

现为四条路径。路径一：受教育年限→水稻经营面积→农业经营总收入→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路径

二：风险偏好、农地是否确权、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最近两年是否遭受农业灾害→水稻经营面积、种田

决策者种水稻年限→农业经营总收入→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路径三：地块连片程度→雇佣机械为水

稻种植提供服务难易度→水稻经营面积、种田决策者种水稻年限→农业经营总收入→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意愿。路径四：年龄→农户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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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策建议 

采取农业保险教育和政策宣传的措施，提高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水平，营造积极参与农业保险的

氛围。增强现有小农户对土地流转的积极性，鼓励种植大户通过流转土地，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提升

农业保险的参保意愿。运用政策支持、资金补贴等途径，出台有关农业保险的监管制度，构建涵盖政府、

农户和社会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依靠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组织机构持续关注农户对农业

保险的意见和诉求，不断改进农业保险所存在的问题，增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满意度和购买意愿。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7216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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