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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保险是我国农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业保险发展水平

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农业经济体系的基础，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

需要。通过建立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的认知度与邻里参保状况对其参保意愿的影响，发现：保费补贴认知度、邻里参

保状况，均对农户参保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认知

度越高，农户越倾向于购买种植业保险；在邻里踊跃参保的情况下，农户购买种

植业保险的意愿会更高。有鉴于此，为了提高农户的参保意愿，建议加大种植

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拓宽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提高农户对种植

业保险的认知度；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相结合的模式，以发挥新型农

业主体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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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保险作为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手

段，对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政府相关部门逐年增

加保费补贴金额，保费补贴比例不断增大。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

５１８４亿元上升到４１７．１２亿元，增长了７倍，承

保的农作物从２．３亿亩增加到１７．２１亿亩，增

长了６倍［１］，中央财政保费补贴从１２．９６亿元

增加到１６２．１亿元，增长了１１．５倍。随着农业

保险业务的快速推进，参保率不断提高，保费补

贴对农业保险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

河南省作为一个以全国１／１６的耕地生产

占全国１／１０粮食的省份，其农业在全国具有不

可替代的地位，河南省的农业发展直接关乎全国

农业经济的进步。农业保险在分散种植风险、补

偿风险损失与维持农业稳定发展等方面均发挥

着重要作用，是维护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石。虽然

河南省农业保险在短期内呈现高速的发展趋势，

但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阻碍。以２０１６年

为例，河南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１７４亿元，

其中中央补贴和地方补贴占７５％ ～８０％，农户

仅缴纳实际保费的２０％～２５％。河南农户的参

保率在高补贴政策的驱使下已突破５０％，但仍

远低于全国农户的平均参保水平。这表明，即使

在政府财政大力补贴的情况下，河南省农户购买

农业保险的意愿依然不强。如何提高农户购买

农业保险的意愿，扩大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使

之推动河南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现

阶段关注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保险

的认知度与邻里效应均会对农户的行为产生影

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的参保行为与生

产要素的购买行为。

一是关于农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

Ｍ．Ｌ．Ｖａｎｄｅｖｅｅｒ［２］对越南荔枝保险的实证分析

发现，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其是否选

择购买农业保险有显著影响；Ｒ．Ａ．Ｂａｂｃｏｃｋ［３］

的研究表明，农户对风险的关注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郭翔宇等［４］认为，农户的农业保险认知水

平与政府的保费补贴额度对农户的参保决策有

重要影响。

二是对于农业保险认知度与农户参保意愿

之关系的研究。钟涨宝等［５］发现，随着农户对

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的提高，对此项惠农利民

政策理解的加深，农户接受农业保险的可能性会

提升；Ｓ．Ｇｈａｚａｎｆａｒ等［６］通过对巴基斯坦３００户农

户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越

高，农户越愿意参与农业保险；李琴英［７］认为，无

论是兼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还是纯农型农户，

对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影响最大的因素主要

是其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聂荣等［８］采用辽宁

省农户入户调查数据，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对其

进行分析，认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越高，

其参与农业保险的概率越高。

此外，还有学者对邻里效应与农户行为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史运等［９］认为，农户在

选择农产品时，其行为会受到邻里行为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邻里间农户的相互模仿和跟从等；

姚瑞卿等［１０］通过对农户行为大量实地调查发

现，农户无论是种植农作物的方式与耕作习惯，

还是选用化肥与农药，其行为都存在较大程度

的邻里影响，体现了明显的邻里效应；李柃燕

等［１１］指出，跟潮效应可能也会影响农户购买农

业保险。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

方面对农户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

分析研究。但大多集中在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

知度和农户生产要素购买意愿的邻里效应方

面，而对农户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邻里效应

与参保决策之关系的研究却很少。鉴于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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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基于对河南省４０３名农户的调查问卷，从

农户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出发，运用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邻里效

应与农户参保决策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

为河南省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１．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由调研问卷收集整理而

得。农户样本的抽样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采

取调查人员深入农户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综

合运用自由回答、两项回答、多项选择、赋值评

价等方法，在被调查农户作答后，收回问卷并完

成数据的采集。本次调查于２０１８年２—３月份

进行，共向河南省１８个地市发放问卷５００份，

收回问卷４４０份，有效问卷４０３份。

（２）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在测度被调查农户参保意愿时，让被

调查农户回答“您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吗？”，

调查问卷要求被调查农户在“非常不愿意”“不

太愿意”“不确定”“比较愿意”“非常愿意”５个

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分别赋值１、２、３、４、５。在

测度农户保费补贴认知度时，让被调查农户回

答“您了解种植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吗？”，

调查问卷要求被调查农户在“非常不了解”“不

太了解”“一般了解”“比较了解”“非常了解”５

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分别赋值 １、２、３、４、５。

在测度邻里效应时，让被调查农户回答“您的

亲戚邻居朋友是否参加了种植业保险？”，调查

问卷要求被调查农户在“是”与“否”选项之间

进行选择，分别赋值为０和１。此外，考虑到农

户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意愿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多

种因素的影响，本文还采集了种植业保险的重

要性、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发生自然灾

害的可能性等控制变量，各主要控制变量的定

义和说明具体如表１所示。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２。由

表２可知，被调查农户参保意愿的均值为

３３３，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

的均值为２．２１，邻里是否参保的均值为０．４４，

农户对种植业保险重要性评价的均值为３．０７。

由此可见，被调查农户的参保意愿低下，对保费

补贴政策的认知度不足，邻里参保较少，并且种

植业保险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农户的高度认可。

表１　主要控制变量的问题设置与定义说明

变量名称 问题设置 赋值

种植业保险的

重要性

您认为种植业保险对农业

生产的重要性如何？

１、２、３、４、５分别表示“非常不重要”“不太重要”“一般”“比较重要”“非常
重要”

年龄 年龄多大？
１、２、３、４、５、６、７分别表示“１８岁以下”“１８～２４岁”“２５～３４岁”“３５～４４岁”
“４５～５４岁”“５５～６４岁”“６５岁以上”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怎样？ １、２、３、４、５分别表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

家庭年收入
您的家庭年收入

大概多少？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分别表示“０．５万以下”
“０．５～１万”“１～１．５万”“１．５～２万”“２～２．５万”“２．５～３万”“３～３．５万”
“３．５～４万”“４～４．５万”“４．５～５万”“５～５．５万”“５．５～６万”“６～６．５万”
“６．５～７万”“７～７．５万”“７．５～８万”“８～１２万”“１２～１５万”“１５万以上”

发生自然灾害

的可能性

您认为种植业发生自然灾

害（干旱、洪涝、雹灾、病虫

害等）的可能性大吗？

１、２、３、４、５分别表示“非常小”“比较小”“一般”“比较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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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购买种植业保险

的意愿，是取值范围为１～５的有序离散变量。

为了实证分析农户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

里是否参保对其购买种植业保险意愿的影响，

本文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如下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计量模型：

Ｂｕｙｉｎｓｕｒｉ＝β０＋β１Ｋｐｓｐｏｌｉｃｙｉ＋β２Ｎｅｉｇｈｉｎｓｕｒｉ＋

δＸｉ＋μｉ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Ｂｕｙｉｎｓｕｒｉ表示第 ｉ个农

户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意愿程度；核心解释变量

Ｋｐｓｐｏｌｉｃｙｉ和Ｎｅｉｇｈｉｎｓｕｒｉ分别表示第 ｉ个农户对

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程度与邻里是否参保；Ｘｉ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参保意愿 １ ５ ３．３３ １．１９
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 １ ５ ２．２１ １．０２
邻里是否参保 ０ １ ０．４４ ０．５０

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 １ ５ ３．０７ １．０１
文化程度 １ ５ ２．９５ １．１１
家庭年收入 １ １９ ９．３６ ４．７５
年龄 １ ７ ４．５２ １．３０
性别 ０ １ ０．６７ ０．４７

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１ ５ ２．９２ １．０４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家庭年收入、种植业保险对农户农业生产的

重要性和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等因素；μｉ为

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１．基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实证检验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

度与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在控制

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相关因素的情况下，采

用计量模型，分别对农户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

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是否参保的实验数据进行

了估计。同时，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可信，

采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回

归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的模型（１）为农户

对种植业保险的认知度和邻里是否参保对农户

参保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采用逐步回归方

法，模型（２）（３）（４）则进一步依次加入了农户

对种植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之重要性的评价、

农户的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家庭收入，以及农

户对种植业发生自然灾害的预期等控制变量。

由表３可知，首先，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对种

表３　保费补贴认知度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参保意愿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Ｋｐｓｐｏｌｉｃｙ ０．２２３（０．０６９１） ０．１８６（０．０７１４） ０．１８２（０．０７２３） ０．１９４（０．０７３６）
Ｎｅｉｇｈｉｎｓｕｒ ０．９３０（０．１３５） ０．８５９（０．１３９） ０．８６８（０．１４２） ０．８４４（０．１４２）

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 ０．２７２（０．０６２１） ０．２６４（０．０６４３） ０．２６８（０．０６５８）
文化程度 ０．０２５２（０．０５５０） －０．０２８０（０．０６９７）
性别 －０．０３８７（０．１０９） －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０）
年龄 －０．０６４２（０．０５３３）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５２４（０．０１１７）
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０．０４２２（０．０５４４）

Ｎ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９９．７２ １２８．６９ １２８．６３ １３０．５０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９６０ ０．１１５７ ０．１１６０ ０．１１７７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变量的估计系数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文中表４与此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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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的估计系数在

模型（１）（２）中始终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在模型（３）（４）中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说明在控制年龄、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等一系

列因素作用的情况下，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

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对农户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即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越是了解，其参保意愿就越高。究其原因，对保

费补贴政策有不同认知度的农户对种植业保险

的意愿存在差异。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对此项惠农利民政策

的理解越深，为了提高自己的预期收益和效用，

农户会更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而对种植业保

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程度越低的农户，则通常

认为种植业保险保费对其是一种额外的经济负

担，容易产生对种植业保险的排斥，其参保意愿

会降低。农户对种植业保险深入的认知能够有

效地减少他们对该保险的误解和偏见［１２］。因

此，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较高的

农户，对种植业保险有较强的意愿。

其次，从模型（１）—（４），核心解释变量“邻

里是否参保”的估计系数始终在１％的显著性

水平上为正，这表明在控制年龄、家庭年收入和

文化程度等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邻里是否参

保对农户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

户的亲戚邻居朋友参保能使其参保意愿提高。

邻里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户从内心接受

邻里的行为而做出的跟随行为；二是农户为了

“跟潮”而做出纯粹的简单模仿行为，邻里参保

状况不同的农户对种植业保险的意愿存在差

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群体通过较长

时间的互动，其思想观念会逐渐趋同。Ｋ．Ｒ．

Ａｈｅｒｎ［１３］通过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关于风险

厌恶变化的实证研究发现，经过一个学年的共

同学习后，同一班级学生从原本不同的风险厌

恶程度而逐渐趋于一致。Ｃ．Ｊ．Ｅｕｎ［１４］研究发

现，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较强的文化自律意识

和集体主义的国家，因此居民更容易受到他人

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种植业保险的购买可以

通过农户的互动行为进行传播，这对种植业保

险的购买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农户模仿其他

农户的参保行为会产生从众效应。大量研究

发现，居民参保决策等行为存在从众现象，因

为群体在互动过程中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

种特定的舆论和风气，从而会产生一种催促人

行动的压力［１５］。这种压力与强制性命令不

同，每个人都有“被其他人所接受”的心理，从

而多数人的行为会对个体产生无形的压力，形

成个人对其他人行为的模仿。而且，农户的文

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农业保险和保费补贴政策

不了解，对于是否参保，农户往往不能仅仅根

据自身情况进行判断，很容易产生“跟潮”效

应。亲邻朋友的参保也会对农户起到宣传作

用，使农户更加了解种植业保险和保险保费补

贴政策，有助于农户参保。因此，亲邻朋友购

买种植业保险的农户对种植业保险有较强的

购买意愿。

此外，从控制变量角度来看，农户对种植业

保险在农业生产中重要性评价的估计系数在模

型（２）（３）（４）中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

性评价对其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农户认为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产重要，愿意购

买种植业保险。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户对

种植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评价来自于其以往

遭受自然灾害损失的经历，保险赔偿使其减少

了大量的损失，失而复得的经历和体验通常能

为农户带来较高的产品认知，这种亲身体验所

带来的产品认知通常会比对产品功能的直接了

解更加有效。因此，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在农业

生产中的重要性评价将影响农户是否积极主动

了解种植业保险及其补贴政策，从而影响农户

·６８·



李琴英，等：保费补贴认知度、邻里效应与农户参保决策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种植业保险为例

的参保意愿。

２．边际效应估计与分析

通过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可以证实农户对

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与邻里是否

参保是否会影响农户的参保意愿，但估计结果

只能确定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

是否参保对农户参保意愿影响的方向和显著

性，而不能具体地分析其影响程度。因此，为了

分析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

和邻里是否参保对农户参保意愿选择概率的影

响，本文在表３中模型（４）的基础上，进一步计

算了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程

度、邻里是否参保等其他相关变量对农户参保

意愿的边际影响，具体计算结果见表４。从表４

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其一，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

认知度对农户“非常不愿意”（Ｙ＝１）购买种植

业保险的边际影响为 －０．０１１，对农户“不太愿

意”（Ｙ＝２）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为

－０．０５４，两者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

表明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程

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户“非常不愿意”和“不

太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别下降了

１１％和５．４％。但是，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

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对农户“比较愿意”（Ｙ＝４）

和“非常愿意”（Ｙ＝５）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边际

影响为０．０３８和０．０３９，并均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这表明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

政策的认知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户“比较

愿意”和“非常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

别增加了３．８％和３．９％。

其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非常不

愿意”（Ｙ＝１）和“不太愿意”（Ｙ＝２）参加种植

业保险的边际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分别为－０．０４７和 －０．２２３。这表明与亲邻

朋友没有参保的农户相比，亲邻朋友参保的农

户“非常不愿意”和“不太愿意”购买种植业保

险的概率分别下降了４．７％和２２．３％。但是，

亲邻朋友参保的农户“比较愿意”（Ｙ＝４）和“非

常愿意”（Ｙ＝５）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均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分别为 ０．１４１和

０１８３，这表明与亲邻朋友没有参保的农户相

比，亲邻朋友参保的农户“比较愿意”和“非常

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别增加了

１４１％和１８３％。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

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效应对农

户参保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保费补贴

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决策均有

显著的影响；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越

高，农户参保的意愿就越强烈；邻里参保的农户

更愿意参保。此外，农户对种植业保险的重要

表４　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影响的边际效应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参保意愿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Ｋｐｓｐｏｌｉｃｙ －０．０１１（０．００５） －０．０５４（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０．００５） ０．０３８（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０．０１５）
Ｎｅｉｇｈｉｎｓｕｒ －０．０４７（０．０１２） －０．２２３（０．０１９） －０．０５４（０．０１４） ０．１４１（０．０２７） ０．１８３（０．０３５）

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 －０．０１５（０．００５） －０．０７５（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０．００６） ０．０５２（０．０１４） ０．０５５（０．０１４）
文化程度 ０．００２（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０．０１４）
性别 ０．００１（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０．０２３）
年龄 ０．００４（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０．０１１）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０．００２（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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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也是影响农户参保决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加大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宣传

力度，提高农户对种植业保险政策的认知度。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与推广为种植

业保险的宣传提供了新的载体，为宣传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提供了便利。保险公司和政府相关

部门应在原有传统宣传方式的基础上采用更多

形式的宣传手段，如建立微信公众平台、与农业

保险相关的手机移动客户端等，拓宽农户的认

知渠道，让农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最新的农

业保险政策。另外，为了达到宣传的视听效果，

相关机构还应制作拍摄与种植业保险相关的微

视频、微广告进行宣传教育；为了发挥宣传的联

动效应，在普遍宣传中要对目标群体特别是村

干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有针对性地进行走

访式宣传。

其二，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相结

合的模式，使其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间

产生邻里效应。政府应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农户”模式的扶持力度，推动合作社农

业保险和龙头企业农业保险的大力发展。一方

面，应增强对农户的认知培训，实现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农户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应提供良

好的对接环境，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农户在

对接过程中能享有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平等的

地位，从而提高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使农户

与合作社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且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扩大合作社规模，形成合作联社，

发挥农户之间的联动效应。

其三，增强农户的风险意识，使农户充分认

识到种植业保险对其生产经营的重要性。保险

公司应多开展与种植业保险相关的经验交流

会，将认为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的

农户组织起来，面向认为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

产不重要的农户进行宣讲与经验交流，让认为

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农户为其他

农户讲述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以及种植业保险

的作用，使农户意识到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损

失和购买种植业保险的优越性，这样不仅可以

提高没有参保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及其保费补贴

的认知度，而且也可促进邻里效应的充分发挥，

从而极大地提高农户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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