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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藏高原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畜牧业生产极易受损。为研究青海省牧民参与

畜牧业保险的行为意愿背离的影响因素，以青海省8个市(州)养殖户的调查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调研数据统计，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汇总，运用相关性分析对牧民参与畜牧业保险行为意愿背离调查研

究。结果表明：在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认知上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对目标价格保

险的认知尚有超过一半的人不太了解；影响牧区牧民参加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意愿的因素包括养殖规模、

存在历史损失经历、保费成本、理赔效率、政府宣传推广、法规保障和保险知识普及，要通过加强保险

知识宣传教育、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简化理赔流程，提高理赔效率、提高保险产品保障水平，合理

设定保额和保费等方式提高牧区牧民参保认知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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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region has complex terrain and diverse climates, with fragile natural eco-
systems, making livestock production highly susceptible to damage. To stud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herders’ Intention-behavior gap in livestock insurance in Qinghai Province, a survey combining ques-
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as conducted among farmers in eight cities (prefectures) of Qinghai Prov-
ince. The data were organized and summarized,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herders’ Intention-behavior gap in livestock insur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arly 
half of the people still have only a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policy-based livestock insurance, while 
more than half are not well-informed about target price insurance. Factors influencing herders’ will-
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olicy-based livestock insurance include farming scale, historical loss expe-
riences, premium costs, claims efficiency, government promotion, legal protection, and insuranc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o enhance herders’ awareness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sur-
anc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nsurance education, increase government financial subsidies, sim-
plify claims procedures, improve claims efficiency, enhance the level of insurance product coverage, 
and reasonably set insurance amounts and prem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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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海省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全区土地面积 72.23 万平方公里，其中 41.867 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大约 60%左右，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10%，因此，畜牧业是青海省重要的产业之一，在全区经济发展中占

有重要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畜牧业这一产业不仅需要承担市场经营风险还需要承担着

自然风险，因此，为青海牧区畜牧业建立保险体系和提供保险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尽管畜牧业保险的发展逐步完善，但值得注意的是，青海地处高原，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较低，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以及宗教信仰较为浓厚的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等多方面的

影响，青海地区可参与的畜牧业保险在保险费率、保费规模、保障水平、可参保险种等方面受到较大的

限制。基于青海高寒牧区生态脆弱性突出、灾害频发的畜牧业生产特征，加上牧民对市场化保险机制的

认知差异及传统风险应对路径依赖，青海畜牧业保险需求与牧民实际参保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意愿–行

动”背离。具体表现为：尽管高原畜牧业面临雪灾、疫病、草场退化等多重风险，但多数牧民仍倾向于

将经济损失转嫁于政府救灾、生态补偿或民间互助等传统保障方式，对商业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和长效

补偿机制缺乏系统性信任。尤其在青海南部藏区，受宗教文化影响及信息传播壁垒制约，部分牧民将灾

害视为“不可抗力”，或将参保等同于“额外负担”，认为政策性补贴、社会捐赠等短期救助手段更具

“确定性”。这种基于现有生计模式的风险认知惯性，导致牧民对牦牛、藏系羊等特色险种的主动投保

意愿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保险覆盖率与牧区实际风险暴露水平的失衡。因此，对青海牧民参加畜牧业保

险行为意愿背离具体原因进行探究和分析，成为推动青海畜牧业保险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畜牧业

产业可持续发展所亟需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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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牧区牧民们选择畜牧业保险与否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较多。如 Khushboo Katal 等(2023)研
究表明，采访者对畜牧保险计划的采纳程度较低，同时，观察结果表现出受访者对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

处于中等水平，是否采纳所受影响因素有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类型、家庭规模等[1]。Yang Youwei 等
(2022)发现，牧民对于新型保险产品具有一定的偏好，适当的教育对于推广更先进的畜牧保险是必要的[2]；
Prabu M 等(2023)认为，畜牧死亡和疾病被认为是造成印度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可以通过对畜牧进行保

险来尽量减少贫困，通过对投保农民调研发现，高额的保费被认为是首要的财务限制因素[3]。Shiqi Guan
等(2024)探讨了牧民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态度和感知对其牲畜保险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大部分

牧民表现出风险规避特征，即风险偏好程度对牧户保险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风险感知显著

正向影响保险采纳[4]。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畜牧业保险的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众多学者从发展畜牧业保

险的重要性、探究畜牧业保险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分析各个地区畜牧业保险发展情况等角度进行研

究。关于畜牧业保险的重要性，学者提出畜牧业保险对于保障畜牧业生产的重要调节作用不容忽视[5] [6]，
进一步研究，学者们提出畜牧业保险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养殖户收入水平、畜牧业经营规模、对畜牧

业保险的了解程度、自然灾害对养殖生产活动的影响与购买意愿呈显著正相关[7]，同时，性别、年龄、

家庭总人口、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畜牧业收入占比、畜牧业类型、畜牧业疫病发生频率、畜牧业近

三年损失金额总和的自然对数，对饲养牲畜损失的看法以及所在地畜牧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情况对畜牧业

保险需求存在着显著影响[8]。接着，各学者聚焦国内各牧区进行地区畜牧业保险发展情况的研究，通过

对新疆畜牧业保险进行 SWOT 分析，对新疆畜牧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为新疆畜牧业保险的推广完善和新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9]；在面临“高风险、高成本、高

赔付”的畜牧业保险政策，内蒙古畜牧业保险业务经营及操作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谋求内蒙古畜牧业

保险业务的新发展成为经营主体的首要任务[10]；提出创新畜牧业金融保险等惠农政策，对于推动黑龙江

现代畜牧业建设的质量和速度发挥十分重要作用[11]。众多学者对于畜牧业保险的发展处于高度重视水

平，为日后发展奠定一定理论与经验基础。 
迄今为止，我国对畜牧业保险的研究聚焦于强调其重要作用，影响购买因素以及发展现状的研究，

对牧区牧民行为意愿背离背后原因的探究较少。中国畜牧业生产呈现显著的地域分布特征，由于各产区

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致使不同区域养殖主体面临的风险暴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此背景下，

研究青海牧民参与畜牧业保险行为意愿背离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是很有必要的。综上，我们基于现有研

究成果，结合畜牧业自身生产风险特点，采用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进行探究青

海牧区牧民参与畜牧业保险行为意愿行为背离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 

3. 青海牧区牧民参与畜牧业保险的行为意愿背离调查研究 

3.1. 调查概况 

3.1.1. 调查问卷的设计 
为了解牧区牧民参与畜牧业保险的意愿及行为的现状，在查阅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拟定对牧区

家庭学生的访谈提纲，征集几位少数民族同学进行访谈并在此的基础上设计问卷，然后进行预调查，对

预调查结果进行信效度检验后，修改问卷题目及选项后形成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五部分，分别为牧

民家庭基本信息(6 道题)、保险认知与参与情况(10 道题)、保险需求与政策评价(4 道题)、参与意愿与行为

(3 道题)、对畜牧业保险的期望和建议(2 道题)，调查问卷共 25 题，根据研究需要，题目类型设置为单选

题、多选题、量表题以及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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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访谈提纲的设计 
一对一访谈直接获取受访者对于参与畜牧业保险的意愿、参保行为以及影响因素等，能够更加清晰

了解畜牧业保险的政策执行效果，为问题及原因提供依据。本研究基于研究目的和文献搜寻的基础上设

计针对青海牧区牧民学生家庭的访谈提纲。访谈提纲包括 8 道题，具体题目见附录。 

3.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基于研究目的，本次调查问卷发放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问卷主要发放至本校民族师范学院。最终

共发放问卷 175 份，在剔除填写时长 60 秒以下以及数据异常的无效问卷后，共保留有效问卷 171 份，问

卷有效率为 97.7%。 

3.3. 样本的基本特征 

3.3.1. 个人特征 
从表 1 可以看出，此次被调查者中，年龄在 18~30 岁的占比为 89.5%，年龄在 31~40 岁的占比为

4.7%，年龄在 41~50 岁的占比为 4.7%，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占比为 1.2%。本次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主

要集中在大专及以上，占比为 86.5%，未念书的占比为 2.9%，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占比为 2.3%，学历为

初中和高中的，分别占到总样本的 4.1%和 4.1%。 
 
Table 1. Personal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表 1. 样本的个人统计特征 

变量名 变量解释 频数(人) 百分比(%) 

年龄 

18~30 岁 153 89.5 

31~40 岁 8 4.7 

41~50 岁 8 4.7 

50 岁以上 2 1.2 

受教育程度 

未念书 5 2.9 

小学 4 2.3 

初中 7 4.1 

高中 7 4.1 

大专及以上 148 86.5 

3.3.2. 家庭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样本中，家庭规模占比主要集中在 5 人以及 5 人以上，这两部分样本占比大约占到总样

本的 68.4%，家庭规模为 3~4 人的占比也比较大，占到总样本的 29.8%，具体见表 2。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ies 
表 2. 家庭基本特征 

变量名 变量解释 频数(人) 百分比(%) 

 1~2 人 3 1.8 

 3~4 人 51 29.8 

家庭规模 5 人 64 37.4 

 5 人以上 5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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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养殖特征 
本次调查的样本中，畜牧业养殖的种类主要集中于牦牛养殖与藏系羊养殖，其中从事牦牛养殖的占

比为 70.2%，从事藏系羊养殖的占比为 47.7%，从事马养殖较少，占比为 19.9%，还有 8.2%养殖户从事

其他牲畜养殖，主要包括奶牛和鸡。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养殖收入在 10 万以下的在总样本中占到较大

的比例，占比为 76.6%，养殖收入在 10~50 万的占比为 21.1%，养殖收入在 50 万以上的占比最少，占比

仅为 2.3%，具体见表 3。 
 
Table 3. Breeding characteristics 
表 3. 养殖特征 

变量名 变量解释 频数(人) 百分比(%) 

 牦牛 120 70.2 

 藏系羊 81 47.4 

养殖种类 马 34 19.9 

 其他 14 8.2 

养殖收入 

10 万以下 131 76.6 

10~50 万 36 21.1 

50 万以上 4 2.3 

3.3.4. 访谈对象 
团队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家中进行畜牧业养殖的青海学生进行访谈，访谈对象覆盖了不同州县、

不同养殖年份的畜牧业养殖户包括玉树、果洛、海南州等地，主要进行面对面访谈，在征得访谈对象同

意的情况下，对访谈内容进行记录并进行匿名处理。 

3.4. 信效度检验 

3.4.1. 信度检验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为验证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对问卷第 23 题的 8 个题目，进行克隆巴

赫 Alpha 信度检验。由表 4 可以看出，克隆巴赫 Alpha 值大于 0.9，表明此次问卷调查的来源数据信度质

量高，能够较大程度地反映调查对象对调查内容的真实反映情况。 
 
Table 4. Reliability test 
表 4. 信度检验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15 8 

3.4.2. 效度检验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为验证调查数据的有效性，对问卷第 23 题的 8 个题目进行效度检验。

由表 5 可以看出，效度检验的 KMO 系数结果为 0.908，KMO 系数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越接近 1 说

明问卷的效度越好。并且，根据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也可以看出，本次检验的显著性接近于 0。因此问卷的

结构设计较好，具有良好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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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Validity test 
表 5. 效度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0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864.311 

自由度 28 

显著性 0.000 

3.5. 牧区牧民畜牧业保险认知与参与情况 

3.5.1. 牧区牧民畜牧业保险的认知情况 
在被问及“您是否了解政策性畜牧业保险？”问题中，有 30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非常了解”，占比

为 17.5%，有 61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比较了解”，占比为 35.7%，选择“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的

调查对象比例为 53.2%，表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宣传有一定的成效。有 56 个调查对象选择“一般”，

占比为 32.7%，有 18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不太了解”，占比为 10.5%，有 6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完全不

了解”，占比为 3.5%，选择“一般”、“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占比达到了 46.8%，在对牧区

家庭学生访谈中，有的访谈者表示“很少了解过，没有宣传过”，表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宣传工作还

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提高，具体见表 6。 
 
Table 6. Awareness of policy-based livestock insurance 
表 6. 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认知 

选项 频数(人)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非常了解 30 17.5 17.5 

比较了解 61 35.7 53.2 

一般 56 32.7 86.0 

不太了解 18 10.5 96.5 

完全不了解 6 3.5 100 
 
在被问及“您是否了解目标价格保险？”问题中，有 28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非常了解”，占比为

16.4%，有 59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比较了解”，占比为 34.5%，选择“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的调

查对象比例为 50.9%。有 57 个调查对象选择“一般”，占比为 33.3%，有 21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不太了

解”，占比为 12.3%，有 6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完全不了解”，占比为 3.5%，选择“一般”、“不太了

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占比达到了 49.1%，表明目标价格保险的宣传力度有一定成效，但是有将近一

半的调查对象不了解目标价格保险，说明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普及范围，具体见表 7。 
 
Table 7. Awareness of target price insurance 
表 7. 目标价格保险的认知 

选项 频数(人)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非常了解 28 16.4 16.4 

比较了解 59 34.5 50.9 

一般 57 33.3 84.2 

不太了解 21 12.3 96.5 

完全不了解 6 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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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及“您通过上什么渠道了解到畜牧业保险？”(多选题)问题中，有 87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政

府宣传”，占比为 71.3%，有 57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保险公司宣传”，占比为 33.3%，有 56 个调查对象

选择“其他养殖户介绍”，占比为 32.7%，在对牧区家庭学生访谈中，有的访谈者表示“通过保险公司宣

传了解，从亲戚家了解到”，有 29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网络平台”，占比为 17%。选择“政府宣传”的

调查对象比例最高，表明政府宣传在畜牧业保险的宣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见表 8。 
 
Table 8. Major channels to learn about livestock insurance 
表 8. 了解畜牧业保险的主要渠道 

选项 频数(人) 百分比(%) 

政府宣传 87 71.3 

保险公司宣传 57 33.3 

其他养殖户介绍 56 32.7 

网络平台 29 17.0 

其他 1 0.6 

3.5.2. 牧区牧民畜牧业保险的参与情况 
在被问及“您是否参加了畜牧业保险？”问题中，有 122 个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是”，占比为

71.35%，表明畜牧业保险的宣传有一定成效。调查对象对保险的效果也保持一定的认可。有 49 个调查对

象选择了“否”，占比为 28.65%，表明畜牧业保险还存在一定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具体见表 9。 
 
Table 9. Participation in livestock insurance 
表 9. 畜牧业保险参与情况 

选项 频数(人)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是 122 71.35 71.35 

否 49 28.65 100 

 
在被问及“您家参加政策性畜牧业保险险种是？”(多选题)问题中，有 94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牦牛

保险”，占比为 55%，有 53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藏系羊保险”，占比为 33.3%，有 28 个调查对象选择

“家禽保险”，占比为 16.4%，选择“牦牛保险”的调查对象比例最高，表明“牦牛保险”得到了较高的

参与度和认可度也可能因为被调查对象中养殖牦牛的比例最高，具体见表 10。 
 
Table 10. Livestock insurance types 
表 10. 畜牧业保险险种 

选项 频数(人) 百分比(%) 

牦牛保险 94 55 

藏系羊保险 53 31 

家禽保险 28 16.4 

其他 4 2.3 

 
表 11 汇总了参与畜牧业保险的原因，在被问及“您家参加畜牧业保险原因是？”(多选题)问题中，

有 83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政府鼓励”，占比为 48.5%，有 85 个调查对象选择了“降低养殖风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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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49.7%，有 56 个调查对象选择“获得保费补偿”，占比为 32.2%。选择“降低养殖风险”的调查对

象比例最高，表明牧区牧民的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牧民们越来越认识到，仅靠自身的经验和传统方法

难以有效应对养殖风险，需要借助外部保障机制来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Table 11. Reas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livestock insurance 
表 11. 参与畜牧业保险的原因 

选项 频数(人) 百分比(%) 

政府鼓励 83 48.5 

降低养殖风险 85 49.7 

获得保费补贴 56 32.2 

其他 1 0.6 

3.6. 模型变量选择 

通过归纳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情况，结合访谈的经验，在对影响投保意愿的变量上，选择保费水

平、财政补贴、理赔效率、对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等作为研究变量；在对影响投保行为的变量上，选

择年龄、养殖收入、对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政府财政补贴、简化理赔流程等作为研究变量。选择的

变量包含了养殖户个人及其家庭的主要特征，主要的养殖收入等。 

3.6.1. 牧区牧民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牧区牧民养殖规模、存在历史损失经历、保费成本、理赔效率等影响参加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意愿打

分为 1~5 分，1~5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在对牧区家庭学生访谈中大部

分访谈者表示“有意愿购买畜牧业保险，牦牛价格下降严重，购买保险有保障；牲畜有自然灾害，意外死

亡”由表 12 可以看出养殖规模、存在历史损失经历以及保费成本的均值分别为 3.41、3.26 和 3.37，表明

调查对象认为养殖规模、存在历史损失经历以及保费成本影响加畜牧业保险的意愿较高。理赔效率、政府

宣传推广、法规保障和保险知识普及的均值分别为 3.51、3.53、3.57 和 3.54，表明调查对象认为理赔效率、

政府宣传推广、法规保障和保险知识普及影响参加畜牧业保险的意愿比其他三项程度高，具体见表 12。 
 
Table 12. Names, meanings and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2. 变量的名称、含义及统计特征 

变量名 变量意义 均值 标准差 

养殖规模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3.41 1.050 

存在历史损失经历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3.26 1.054 

保费成本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3.37 1.034 

理赔效率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3.51 1.008 

政府宣传推广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3.53 1.025 

法规保障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3.57 1.029 

保险知识普及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3.54 0.995 

3.6.2. 牧区牧民参保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牧区牧民对畜牧业保险风险的了解程度的打分为 1~5 分，1~5 分别表示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

般、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由表 12 可以看出，了解程度的均值为 3.53，表明调查对象对畜牧业保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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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程度不高。牧区牧民认为政府补贴对参加畜牧业保险的影响程度打分为 1~5 分，1~5 分别表示非常小、

比较小、一般、比较大和非常大。由表可以看出，影响程度的均值为 3.79，表明调查对象认为政府补贴

对参加畜牧业保险的影响程度比较大。牧区牧民认为简化理赔手续对参加畜牧业保险的影响程度打分为

1~5 分，1~5 分别表示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一般、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由表可以看出，影响程度的

均值为 4.07，表明调查对象认为简化理赔手续对参加畜牧业保险的影响程度比较大。牧区牧民认为提高

保费补贴比例对参加畜牧业保险的影响程度打分为 1~5 分，1~5 分别表示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一般、

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由表可以看出，影响程度的均值为 4，表明调查对象认为简化理赔手续对参加畜牧

业保险的影响程度比较大。 
 
Table 13. Names, meanings and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3. 变量的名称、含义及统计特征 

变量名 变量意义 均值 标准差 

参保行为 0 = 否；1 = 是 0.71 0.453 

年龄 1 =  18~30 岁；2 = 31~40 岁；3 = 41~50 岁；4 = 50 岁以上 1.18 0.557 

养殖收入 1 = 10 万以下；2 = 10~50 万；3 = 50 万以上 1.26 0.489 

对畜牧业保险的 
了解程度 1 = 完全不了解；2 = 不太了解；3 = 一般；4 = 比较了解；5 = 非常了解 3.53 1.013 

政府财政补贴 1 = 非常小；2 = 比较小；3 = 一般；4 = 比较大；5 = 非常大 3.79 0.906 

简化理赔手续 1 = 非常不愿意；2 = 不太愿意；3 = 一般；4 = 比较愿意；5 = 非常愿意 4.07 0.797 

提高保费补贴比例 1 = 非常不愿意；2 = 不太愿意；3 = 一般；4 = 比较愿意；5 = 非常愿意 4.00 0.854 

 
由表 13 可以看出年龄与参保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60，非常接近 0，表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线

性相关关系。p 值为 0.432，远大于 0.05，说明年龄对参保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年龄对参保行为几乎

没有影响，可以认为年龄不是影响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养殖收入与参保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96，
表明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弱，p 值为 0.213，大于 0.05，说明养殖收入对参保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

养殖收入水平对参保行为的影响不明显，不是影响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 
 
Table 14.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14.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 参保行为 

 相关系数 Sig. (双尾) 

年龄 0.060 0.432 

养殖收入 0.096 0.213 

对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 0.411** 0.000 

政府财政补贴 0.257** 0.001 

简化理赔手续 0.305** 0.000 

提高保费补贴比例 0.258** 0.000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14，对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相关系数为 0.411，是一个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对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越高，参保行为越积极。p 值为 0.000，远小于 0.01，说明这种相关性非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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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表明对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民对保险的了解程度可以显著提高

参保行为。政府财政补贴相关系数为 0.257，表明政府财政补贴与参保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

性强度较弱，p 值为 0.001，小于 0.01，说明这种相关性显著，表明政府财政补贴对参保行为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尤其是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简化理赔手续相关系数为 0.305，表明简化理赔手续与参保行为之间

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p 值为 0.000，远小于 0.01，说明这种相关性非常显著，表明简化理赔手续对

参保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减少理赔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时间成本可以显著提高参保意愿。提高保费补贴

比例相关系数为 0.258，表明提高保费补贴比例与参保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强度较弱，说

明这种相关性非常显著，表明提高保费补贴比例对参保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减轻牧区牧民经

济负担方面。 

4. 结论 

在对畜牧业保险的认知方面，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认知上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而目标价格保险的认知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表明畜牧业保险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一些

薄弱环节，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提高。在了解畜牧业保险的主要渠道方面，政府宣传在畜牧业保险的

宣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参与畜牧业保险的原因方面，降低养殖风险是牧区牧民参与畜牧业保险的

主要原因，表明养殖户的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已经意识到需要借助外部保障机制来增强自身的抗风险

能力。在影响牧区牧民参保意愿方面，影响牧区牧民参加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意愿的因素包括养殖规模、

存在历史损失经历、保费成本、理赔效率、政府宣传推广、法规保障和保险知识普及，其中理赔效率、政

府宣传推广、法规保障和保险知识普及均值在 3.5 以上影响程度较高。在影响牧区牧民参保行为方面，影

响牧区牧民参加政策性畜牧业保险行为的因素包括对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政府财政补贴、简化理赔

手续和提高保费补贴比例，其相关性分析结果都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其中畜牧业保险的了解程度相关性

最高，其次是简化理赔手续，最后是政府财政补贴与提高保费补贴比例。 

5. 政策建议 

5.1. 加强保险知识宣传教育 

提高青海牧区牧民的保险认知和参保意愿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关于保险知识的宣传。可以采用多

元化宣传方式和针对性教育活动，打破牧区牧民信息获取渠道有限，消除牧民对保险所持的怀疑态度。要

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渠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借助网络等大众媒体平台，制作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的宣传资料，直观展示畜牧业保险的作用、条款内容和理赔流程。如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保

险宣传视频，吸引年轻牧民关注。根据牧区实际情况，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扩大覆盖面，提高

牧区牧民参与畜牧业保险的积极性。例如，在集市、村委会、学校等地张贴海报，进行现场答疑等。 

5.2. 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 

政府可以进一步提高畜牧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降低牧区牧民的保费负担，让更多牧民能够承担

得起保费。对于低收入家庭、贫困户等经济困难的牧民，可以给予额外的保费补贴或者减免保费，确保

他们能够买得起保险；建立保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可以根据畜牧业发展动态状况、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和牧区牧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等，适时调整补贴比例；设立畜牧业保险奖励专项资金，可以对积极参保的

牧民和积极推广保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激励牧民主动参加保险。 

5.3. 简化理赔流程，提高理赔效率 

简化理赔流程可以提高牧区牧民参保的行为。保险公司可以优化理赔流程，减少繁琐的环节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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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快速理赔机制。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报案，安排专业人员及时到达现场勘查定损或者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如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高勘查定损的准确性和效率；简化理赔申请材料和

审核流程，明确理赔标准和时间限制，减少赔偿款到牧民手中的时间。建立理赔绿色通道，对于受灾严

重、生活困难的牧民的理赔申请进行优先处理，对其即时给予经济支持。 

5.4. 提高保险产品保障水平，合理设定保额和保费 

提高保险产品的保障水平可以增强保险吸引力。根据牲畜市场价值和养殖成本的变化，合理设置保

额保费，确保牧民在遭受损失时能获得足够补偿。例如，定期评估牦牛、藏系羊等的市场价值，结合养

殖成本适时调整保额；优化保费定价机制，可以根据牧民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和面临的风险状况，合理

确定保费。对于高风险地区和高风险品种，在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减轻牧民

保费负担，提高保险产品的性价比。如建立差异化保费补贴机制，降低农户负担。针对不同养殖规模制

定差异化补贴政策：对中小散户加大补贴力度，对规模化企业适当引入市场化定价机制，避免一刀切。 

5.5. 加强保险公司与牧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保险公司可以主动深入牧区，深入了解牧民的需求和意见，及时解答牧民在参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和疑虑从而提高牧区牧民对保险的认可度。定期组织与牧民的座谈会、交流会，倾听牧民的心声，切实

了解牧民所需，收集他们对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建议，可以根据牧民的反馈，不断改进保险产品和服务；

加强对保险理赔过程的公开透明，向牧民及时通报理赔进展情况，接受牧民的监督，增强牧民对理赔结

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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