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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农业保险市场发展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14-2019）》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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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农村保险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是指在农村范围内所举办的各种保险。农业保险（又
称“两业保险”）是承保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和意外
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财产保险。
据保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306.7亿元，同比增长27.4%，规模
稳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向3177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08.6亿元，同比增长41
%。农业保险实现主要农作物承保面积突破10亿亩、保险金额突破1万亿元、参保农户突破2
亿户次的“三个突破”。目前所有产险公司偿付能力均达标，没有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农业保险的发展为缓解受灾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和促进当地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比如黑龙江洪灾导致全省4800万亩农作物受灾，农业保险向50.9万农户支付赔款27亿元
，户均5331元。同时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中还存在弄虚作假、风险保障水平
不高等问题。
2013年安徽保监局以《农业保险条例》颁布为契机，加大政策宣讲力度，不断规范全省农
业保险发展，深入推进农业保险健康发展。同时，政策性农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13年
安徽省全面启动森林保险和育肥猪保险试点工作，将全省中央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由“6+2”
（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大豆和能繁母猪、奶牛）拓展为“7+3”，实现了大宗粮
棉油作物全覆盖、综合投保率超过90%，全年承保森林面积3054.17万亩，累计实现保费收
入5443.43万元，试点地区的承保覆盖率超过60%。特色农险产品体系进一步丰富，涵盖大
棚蔬菜、林木、果树、茶叶、桑蚕、以及天气指数等共有41个特色农险品种，其中有30项
享受地方财政补贴。

2013年安徽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8.66亿元，同比增长6.28%，保费规模居全国第5
位、中部第1位，覆盖人群1644万户农户，支付赔款13.4亿元，在今年的暴雪灾害、皖北冻
灾以及皖南、皖西暴雨、夏季大范围高温热害等灾害的损失补偿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其中，2013年新增森林和育肥猪保险品种，将我省中央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种养两
业品种范围由“6+2”拓展为“7+3”。特色农业保险涵盖大棚蔬菜、林木、果树、茶叶、桑蚕、
以及天气指数等共41个农险品种，2013年还正式启动了淡水养殖保险统保试点，确立了我
省水产养殖保险“互助组织+商业保险”的共保模式，这在全国内陆省份尚属首例。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农业保险市场发展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14-2019）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
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
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
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
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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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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