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 洲 研 究 ２０ １８ 年 第 １ 卷 （ 总笫 Ｉ２ 卷 ）

第 １ ３４
－

１ ５０页

ＳＳＡＰ
＜０

，
２０１８

非洲气象指数保险发展综述
＿

——

农户 生 产行为 与 风 险分散机制

张跃华 张 琦

【 内 容提要 】 气象指数保险作为
一种新兴保 险 ， 由 于 削 弱 了 道德

风险和逆向选择的 影 响 ， 克服 了 市场 失灵 ，
正 日 渐成 为 非 洲 农业 风

除管理的 重要手段 。 本文从非 洲农 户 种植行 为 、 农 户 风险分散机制 、

作物产量 以及农 民参保意 愿 四 个维度衡量 了 气 象 指數保 险 的影 响 与

作 用
，
并对气象指数保 险的 主 要研 究 方 法 ，

尤其是 计量 方 法和研究

局限性进行 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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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ｓ

农业保险是农业发展 的扶持政策之一 ， 由 于符合 ＷＴＯ 条款需要 ， 逐

渐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地 区采用 。 目前非洲 已经普遍利用农业保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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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生产风险 、 预防因灾返贫的激励性管制政策 ，
对农户 遭遇灾害时恢

复生产起到了 重要作用 。 在 品种众多 的农业保险中 ， 气象指数保险因 为

管理成本低 ，
不存在道德风险与逆向 选择的 特点 ， 渐渐被世界各 国接受

和推广 。 本研究拟从非洲农业保险综述的角 度 ， 着重介绍气象指数保险 ，

并分析其对非洲防止因灾返贫的作用 。

截至 ２０ １３ 年 ， 以每天 收人 １ ． ９ 美元划 分的 最新国 际贫困 线为标准 ，

世界贫困人 口 总数为 ７ ．６６ 亿 ， 占全世界总人 口 的 １０
．
７％

， 其 中有 ３
．
８８

亿贫困人 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地区 。
？ 非洲从事农业生产 的人 口收入大多

处于很低 的水平 ， 部分原因在于从事农业生产有较 髙的可能性遭受 自 然

灾害风险 。
总体而言 ， 非洲 大部分地 区 由 于 环境恶劣 、 自 然灾 害频 发 ，

缺少先进生产设施等克服风险的手段等原 因 ， 农 民不愿在土地上增加投

资 ，
进而影响农户 提高收人 。 下面本 文将对缓解农业风险的难点和 已有

的进展进行探讨 。

＜

—

） 非洲 缓解农业困境 的难点

非洲农业生产的髙风险很难缓解 ， 主要是因为存在以下难点 。

首先 ， 非洲环境 恶劣 ，
自 然灾 害频发 。 非洲是 高原大陆 ，

全洲平均

海拔 ７５０ 米 ， 海拔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米的高原 占全洲面积的 ６０％ 以 上 。 从气候

上来说
，
非洲有

“

热带大陆
”

之称 ， 赤道横贯其间 ， 其气候特点是高温 、

少雨 、 干燥 。 全洲年平均气温在 ２０
＾

０ 以上 的地带约 占 全洲面积 的 ９５％ 。

复杂的地理与气候环境 ， 使得非洲 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 灾害频发 。 例

如 ，
２０ １ １ 年 ， 非洲吉布提 、 埃塞俄 比亚等多个 国家遭受 ６０ 年一遇 的 大

旱
， 降雨量仅为往年平均值 的 ５％ 到 ５０％

， 致使数百万人为饥饿所 困 。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非洲农业较为脆弱 ， 贫困因而产生 。

其次 ， 非洲人 口过 多 ， 人 口 出生率高 、 增长率高 ， 但整体劳动力 素

质低下 。 非洲缺少对生育 的管控 ， 平均每个妇女要生 ６ ．９ 个孩子 ， 肯尼亚

妇女更是人均生育 ８ 个 。

？ 然而高生育率并没有使非洲享受到人 口 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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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使得减贫工作难 以进行 ， 这主要由 教育普及率低导致 。 据统计 ， 目前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扫盲率超过 ５０％ 的国家仅有 １２ 个 。 整个非洲大陆有

近 ４ 亿文盲 ， 占全世界文盲总数 的 ４０％
。 在这样 的情况下 ， 劳动力素质

自 然低下 。

此外 ， 非洲的政治不稳定 ， 使得反贫 困政策难 以 实施 。 虽然非洲 国

家多已独立 ， 但仍然受被殖民历史的影 响 。

“

阿拉伯之春
” “

南苏丹 内 战
”

等等 ， 都使得非洲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 各项减贫政策无法连续的实施 。

以突尼斯为例 ， 据世界银行统计 ， 在
“

阿拉伯之春
”

发生后 ，
失业率 由

１３ ．
０５％ 涨至 １ ８ ．３ ３％ 。

？ 这不仅使突尼斯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 大量难 民的

迁徙也给邻国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和政治负担 。

除此之外 ， 低收人的非洲农户 抗风险能力差 ， 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 ，

因此很难抵御旱灾等意外灾害的发生 ， 容易返贫 。

（二 ） 非洲 农业方面 的减贫政策

为 了缓解非洲农业人 口 的 贫困 问 题 ， 非洲部分国 家和地区 实施 了 多

种农业援助 、 农业保险等相关政策 ， 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 分别总结如下 。

农业援助 。 农业增长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特别是非贸 易 产品 和服务的

投资 、 创业和就业
，
有助于建立一个包容性更 强 、 持续减轻贫困 的 经济

增长环境 。
？ 非洲大多数地区 目 前仍处于一种较为原始 的状态 ， 水资源匮

乏
，
基础设施薄弱的 问 题尤为严重 。 目 前农业援助包括推广高产髙效作

物品种 ， 进行技术合作 ， 以及设施援建等等 。

小额信贷 。 小额信贷 （
Ｍ 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 指向低收入群体 （

日 均收人低

于 ２ 美元 ） 提供
“

微型
”

金融服务 ， 特别是金额在 １０ 万美元 以下 ，
１０００

美元以上贷款 。 小额信贷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扶贫开发工具 ， 可 以有

效提高低收人群体福利 。 小额信贷政策在诸如埃塞俄 比亚 、 加纳 、 肯尼

亚等非洲多 国均有进行 ， 有多个学者对政策效果进行 了评估 。 Ｒｏｏ
ｙ
ｅ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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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基础上发现 ， 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 的小额信贷对低收人群体的

收入同 时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 ， 但研究仅局 限于相关关系研究 ， 缺乏 因

果关系识别 。 因此
， 在大范 围政策推广前仍需要对小额信贷政策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详细 的评估和审査 。

社会救助 。 社会保 障在非洲 的发展仍然十分落后 ， 只有南非等少数

几个国家建立 了社会救助制度 。
Ｇｕ ｔｕｒａ 等？对南非东开普省社会补助金是

否达到 预期作用进行 了研究 。 研究发现 ： 通过 向南非最穷 的地区 提供补

助金 ， 受益者本人和家庭福 利都得到 了改 善 。 研究证实 ， 尽管贫困 问题

仍困扰着该地 区 ，
但社会补助在改善儿童教育状况 以及家庭进行投资方

面 ， 起到显著 的正向作用 。

农业保险 。 农业是社会发展 的基础产业 ， 也是多数发展 中 国家重要

的经济来源 ，
这一点在非洲 体现尤为 明显 。 农业易受 自 然灾害影 响 ， 使

农民 因灾返贫 。 农业保险的主要功能之
一是提供社会化的风险分散机制 ，

协助农户应对 自 然灾害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
约有 １ ． ４ 亿人生活在持续的

干旱或洪涝灾害 中 ， 较 高的风险导致该地 区 的农民不敢做 出 高风险髙回

报的投资 。 农业保险在一定程度 上可 以缓 解这 种现象 。 例如 尼 日 利 亚

１９ ８７ 年的农业保险计划 （
ＮＡ ＩＳ

） ， 在灾 害发生时依据损失给农户 适当保

险赔偿 ， 使遭受损失的农民 能够维持基本生活 ， 起到保护农 户 生产积极

性的作用 。
？

二 非洲农业保险设计

（

―

） 非洲农业保险的种类

非洲农业发展较为 落后 。 农业保险作为
一

种 有效 的风 险管理工具 ，

目 的是减少农作物 （ 牲畜 ） 由 于 自 然灾害 引起产量波 动而造成 的财务

损失 。

农业保险有不 同的 分类方式 。 按产品分类 ， 农业保险的 主要标 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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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 和牲畜 ， 以及 渔业和林业 。 在非 洲主要包括玉米 、 小麦 、 棉花 、

烟草 、 可可等 。 按类型分 ， 可以分为多重风险保险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ｅｒｉ ｌｃｒｏｐｉｎ？

ｓｕ ｒａｎ ｃｅ
，ＭＰＣＩ

）和指数保险 

？
 。 其中 ，ＭＰＣＩ是 主要 以产量为基础的 作物

保险 ， 保险保障的产量以 当 地历史平均产量百分比 （通 常 ５ ０％ 到 ７０％
）

确定 。 保险赔偿根据实际产量与保障产量 的差额确定 。

指数保险使用第三方的 客观数据 （ 指数 ） 度量损 失 ， 指数与 实 际

作物损失 离度相关 。 目前主要的指数保险有两种 ：
区域产量指数保 险与

天气指数保险 。 前者赔付根据 当地 以县 （ 乡 镇 ） 等 区 域为单位 的历史

平均产量确定 ， 在实际产量低于保险约定产量时给予赔付 。 后者则根 据

当地气象站测定的具体气象指标确定 ， 具体的 细节将在下文进行详细的

介绍 。

（ 二 ） 非洲 气象指数保险的设计

极端的天气 （环境 ） 是导致非洲贫 困 的原因 之一 。 热带 、 亚热带的

小农户 ， 特别容易受到 自 然灾害影响 ，
而且无力应对？ 。 当 自 然灾害发生

后
， 小农户通常采取出售生 产资料的 方式平滑消 费 。 因 此 ， 灾难性气候

冲击可能导致小农户 陷人贫 困 。 农业保 险尽管在分散 自 然灾害方面对农

户有帮助 ， 但由 于较髙的交易成本 （ 髙昂 的査勘定损费用 ） ，
道德风险和

逆向选择问题造成的 髙赔付率 ， 使得农业保险在实际 中并没有得到广泛

应用 。
？ 气象指数保险 （

Ｗｅａ ｔｈｅｒＩｎｄｅｘ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ＷＩＩ

） 作为一种新的金

融风险转移工具应运而生 ， 可以协助保险公司克服 ＭＰＣＩ 等传统农业保险

面临的 困境 。

气象指数保险不是根据投保人 的实际损失支付赔偿金 ，
而是根据与

损失高度相关的天气指数来确定 。
？ 气象指数保 险通过采集气象台天气变

童 （ 降雨 、 温度 、 风速等等 ） ，
在保险契约中规定一个阈值或者门槛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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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以此为根据确定赔偿金水平 。 若实际气象指标超过阈值 （ 例如极少

的降雨或髙温 ） ， 保险公司将按规定支付赔偿金 ， 并根据指标偏离程度给

予不同赔偿额度 ， 直到保额 （
最大赔付标准 ） 。 与传统农业保险相 比 ， 气

象指数保险的管理成本较低 ， 不需要 现场査勘定损 ， 使得保 险运行效率

较高 ， 农民能够及时收到用 于再生产 的保险赔付款 。
？ 而且农 民和保险公

司都不能够操纵指数数据 ， 同 时指数数据非 常可靠且容易 获取 ，
极 大缓

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
？

气象指数保险 的有效实施并不容易 ， 需要大量 的准备工 作 ， 尤其是

指数的确定 。 基础指数应该 由 受信任 的政府或第 三方机构 的公共天气数

据衡量 。 保险公司必须有足够长度的历史基础天气变量数据 （ 例如 日 数

据 ） 估计费率 。 指数保 险所需的历史数据长度取决于风险出 现的频率 。

例如 ，
２０ 年的数据可能足 以为相对频繁的 天气事件设定初始保险费率 ，

而 ３０
—４０ 年的数据并不足以测度潜在 的灾难性天气事件概率 。 如果没有

足够基础数据计算保险费率 ， 保险公 司会放弃提供指数保险 ， 或者设置

髙费率以应对可能的风险不确定性 。

？

降雨量是最常见 的气象指数指标 。 有些研究认为 ， 降雨量作 为指标

有一定局限性 ， 因为雨水很容易在降雨过程 中蒸 发或渗 入到深层泥土 ，

对作物并没有直接帮助 。
？ 此外 ， 降雨较少时雨量容易蒸发 ， 而过置的 降

雨又因 为不能完全被植物吸收利用而导致降雨量对作物的影响不准确？ 。

目前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替代降雨 ，
例如 ， 相对蒸腾指数可以 准确 测量

作物用水量 ，
２０ １ ０ 年 ， 在非洲布基纳法索 和马里启 动 的玉米保险试点就

以相对蒸腾指数作为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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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卫星图 像的标准植被差异指数 （
Ｎｏｒｍａ ｌｉｚｅｄ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ｃｅＶｅｇ

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 ｅｘ
，ＮＤＶＩ

） 是气象指数保险的 另
一进展 。

ＮＶＤ Ｉ 能够以各种分辨率 和

时间间 隔报告植被指数 。
？ 但存在 的 问题是 ，

ＮＶＤＩ 很难对牧场和耕地进

行区分 ， 而且指标的使用容易受到云层影响 。
？

（ 三 ） 非洲气象指数保险 的发展

非洲 目 前实施 了 多项气象指 数保险计划 。
Ｓｋｅｅ ｓ 和 ８＆＾６？ 等？对 已

有气象指数保险进行 了 总结 ， 本研究在 此基础上进行 了
一

定补充 （ 见

表 １
） 。

表 １ 非洲农业指数保醱情 况

国 家 保障风险 合同 主体 衡量指数 目 标人群 概况

干旱 指 数保 险 降雨 世界粮食署 ２００ ８ 年保障 ７００ 万人

埃塞俄 比亚 干旱 指数保 险 降雨 小农户
２００６ 年 实 施

，
目 前 因 为

销 貴停止

干旱 指数保 险 降雨 小农 户 ２０１４ 年实行 （
ＨＡＲ ＩＴＡ ）

肯尼亚
干旱 指数保险 降雨

小农户

（
玉米与小麦 ）

２００９年实行 （ ＡＣＲＥ ）

牲畜死亡 指数保险 ＮＤＶ Ｉ 小农户 ２０ １０ 年实行

马里 干旱 天气衍生品
卫星与

天气数据
ＮＧ０ ２００７ 年实行

马拉维 干旱
与贷款挂钩

的指数保险
降雨

花生农

（ ＮＡＳＦＡＭ成员 ）

２００ ５ 年实 行
，

２００６ 年 卖

出 ２５００ 单

卢旺达 干旱 指数保险 降雨 小农户 ２００９年实行
（
ＡＣ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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鏤表

国家 保 障风险 合 同主体 衡置指数 目标人群 概况

摩 洛哥 干早 指 数保 险 降雨 小农户
由 于降雨减少没 有受到市

场欢迎

塞 内加尔 干旱 指 数保 险 降雨 小农户 ２０１４年实行
（
ＨＡ ＲＩＴＡ ）

坦桑尼亚 干旱
与贷款挂钩

的指数保险
降雨 小农户 （ 玉米

〉
２００９ 年 实行 （ ＡＣＲＥ ）

资料来源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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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指数保险在非洲的广泛应用主要得益于 国际组织 以及各 国政府

提供 的有力支持 ， 但推广情况各有优劣 ， 部分险种甚至 已经 因为参保率

太低而被停止 。 气象指数保险的发展也 面临一些困境 ， 主要包括气象数

据收集问题 （气象站数量不足 ） ， 被保险人分散在偏远农村 ， 缺乏有效的

销售渠道 ， 以及后文将要讨论 的参保意识不足等问题 。 能否将这些 问题

克服 ， 是非洲气象指数保险未来发展 的关键 。

三 非洲农业保险如何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和作物产》

对于前文所论述 的气象指 数保 险的优势与问题 ， 以及气象指数保险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学界对此都进行 了 系统研究 。 本文从 以下 四方面介

绍 已有的研究进展 。

（

一

） 农户 的种植行为是否发生变化

有关气象指数保险在发展 中 国家效果 的证据并不 多见 ， 部分原 因在

于气象指数保险是相对较新 的产品 ， 采用率不髙？ 。 在保险如何对农户 种

植行为产生影响方面 ，
学术界普遍认为保险使农 民更倾向 于投资髙风险

高利润 的农业生产活动 。

Ｎｉｃｏ ｌａ 利用动态随机优化模型评估气象指数保险对发展 中 国家农户 的

①Ｓ
．
Ｃｏｌｅ

，
ｅ ｔ〇１

，

“

Ｂ ａｒｒ ｉｅｒｓ ｔｏＨ ｏｕ ｓｅｈｏｌｄＲＵｋ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Ｉｎ ｄｉａ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Ａ
ｐｐ

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５
１Ｊ ａｎｕａｒｙ ２

０
１ ３

， ｐ
． １ ０４．



１ ４ ２ 非洲研究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卷 （ 总 第 １ ２ 卷 ）

消费 、 投资与福利的影响 。
？ 作者使用 来 自 Ｇ ｉｎ６ 和 Ｙａｎｇ

？ 在 马拉维 的数

据发现 ， 气象保险导致农 户更 多投资于风 险较髙 的技术 ，
并激励农 民采

用更髙风 险但产量更髙的改 良种子 ， 使农户 同 时增加农场收人和 消 费

支出 。

此外 ，
Ｏ ｌｕｂｉｙｏ 等发现 ， 购买保险的农 民倾向于采用风险更髙的农业

技术提髙生产率 。
③ 作者调査 了尼 日 利亚于 １９８７ 年开始 的 以提高农业生

产技术为 目 的的农业保险 。 通过对 １８２ 名参保与未参保农民 的 调査发现 ，

参保农民改进利润导 向技术的 比例更髙 。 同 时 ， 参保农 民愿 意冒 更髙 的

风险从亊农业活动 ，
并 出售更大 比例 的农产 品 。 但作者 同 时发现未参保

农民在资源利用方面更有效率 。

类似文献有 ，
Ｋａｒｌａｎ 等人研究发现 ， 加纳购买降雨指数保险的农民会

倾向于增加农业投资？
。
Ｅｌａｂｅｄ 和 Ｃａｒｔｅｒ 在马里的研究显示 ：

区域收入指

数保险使得布基纳亚州农 民棉花种植面 积增加了１５％
，
并增长了１４％ 的

种子支出 。
？

Ｍ ｉｕｒａ 和 Ｓａｋｕｒａ ｉ 更为系统地研究 了气象指数保险对农民种植行 为的

影响 ，
作者采取随机实验方法 向赞 比亚农村 的小农户 提供免费保险 。

？ 该

保险使得农民更早种植玉米 ， 这是一种 已知 的风险更髙但增加玉米产暈

的做法 。 同时 ， 作者发现参保农 户增加 了玉米种植量 ， 使用更多化肥并

且显著增 加 了 劳 动投入 ， 这表 明 提 供保 险使农 民 更愿 意 做 出 高风 险

决策 。

但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也存在道德风险 。 Ｍ ｉｌ ｌ ｌｅｒ 等研究 了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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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保险如何影响纳米比亚地 区牧场管理 的可持续性？
。 研究发现 ， 常见

的放牧管理制度 中 ， 农民在梅雨季休牧虽然没有收人 ， 但存在两个好处 。

休牧一方面维持 了 牧场持久 的生产力 ， 可 以视为存在短期成本 的投 资 ；

另一方面减少了收人随时间 的 变化 ， 进而减 少了 收人风险 。 这可以 视为

一种天然保险 。 引 入降雨指数保险尽管提髙 了农 民 收人 ， 但模拟结果显

示 ， 保险使得农 民减少了休牧决策 。 虽然降雨指数保险作为休牧的 替代

品存在 ， 但长远而言对牧场有不利的影响 。

由此可知 ， 气象保险一方面使农民进行髙风 险髙 回报 的决策 ， 即 扩

大投资 ， 增加劳动力投人量 ， 另一方面可能 间接对农场可持续发展造成

影响 。 总体而言 ， 气象保险对农户 种植行为的影响是正面的 。

（ 二 ） 农户 的作物产營是否有Ｍ著的变化

如前文所述 ， 保险对农户 生产行为产生 了正面影 响 ， 但在气象指数

保险是否对作物产量 （牲畜存栏量 ） 的影响上 ，
学术界并没有达成

一

致 。

部分学者 发 现指 数保险可 以 提 高农户福 利 以 及降低牲畜死亡率 。

Ｃｈａｎｔａｒａ ｔ 等调査 了肯尼亚北部 ＮＤＶＩ 指数 的家畜保险 （
ＩＢＬＩ

）

？
。 研究使

用该地 区农户面板数据 ， 以及模拟的家庭牲畜死亡率数据进行分析 ， 结

果显示 ：
ＩＢＬＩ 在 ２５％￣ ４０％ 程度上消除了 影响牲畜死亡 的 风险 。 Ｎ ｉｃ ｏｌａ

对马拉维的研究发现 ， 气象指数保险可 以提供相当 于消费增长 １６ ．
９ ％ 的

福利 ， 尤其适用于非 常贫困 的家庭 。 作者假设气象指数保 险不存在基差

风险并且精算公平 ， 发现保险使农民完全可 以承受天气灾害冲击 ， 并通

过理想的保险产品获得福利增加 。
？

Ｈｉ ｌｌ 和 Ｖ ｉｃｅ ｉｓｚａ？ 通过实验 经济学分析保险对农业风险投 资的影 响 。

结果发现 ， 被保险的农户额外购买化肥的 可能性增加 了
２９％

， 收人增加

了
２ １

．
８％

。 作者同时发现 ， 表 现出更多风 险厌恶或者对合同 理解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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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 民更容易受到保险影响 。

然而 ， 也有学者认为指数保险对产量的作用并非
一定是正面的 。 Ｇ ｉｎ６

和 Ｙａｎ
ｇ 随机调査了马拉维中部 ７８７ 名 投保与未投保指数保险 的农民 ，

观

察他们是否会申 请更多 的贷款用 于投资农业技术 （ 例如种植髙产量的 玉

米和花生 ） 。

？ 然而 ， 结果和预期 相反 ， 与单独 提供贷款 的农 民相 比 ， 同

时参保指数保险的农民购 买改善种子的贷款下 降了１３％
， 接受贷款并种

植改 良品种 的农 民收益率相 比使用原有种子 的农民要 髙 １２％－ ３７％ 。 这

表明向 贷款合同 中加入指数保险对产量带来 的影 响是负 面的 。 对此 ， 作

者认为
，
贷款的有限责任合同 （ 即作物歉收情况下免除部分债务 ） 为农

民提供了部分的风险分散功能 ， 但要求农户 购买保险意 味着贷款 的利率

增高 。

总 的来说 ， 保险通过改变农户 的生产行为 ， 即有动机进行更髙风 险

更髙 回报 的投资来改 变产量 。 虽然文献并没有对此达成一致 ， 但保险对

于农 民的收入是有着正面的影 响 。 Ｇ ｉｎ６ 和 Ｙａｎｇ 指 出
， 保险和其他金融手

段同时实施时可能存在 的负 面影 响 ， 但单独看保险实施 ， 特别是在金融

产品缺乏 的非洲 ， 保险的作用是正面的 。
？

（ 三 ） 农户 的非正式风险分散机制是否发生变化

保险不仅影响 了农户 的种植行为与收人 ， 还影响了农户 降低种植风

险的方式 。

已有研究表明 ， 为应对风 险
，
缺乏金融手段的贫 困 家庭可 能通过 出

售资产 ， 增加劳动力 投人来平滑消 费 ， 或者 减少 消费来维持投资 （ 资产

平滑 ） 。
③ 在没有保险 的情况下

，
事前风险管理主要 有 以下几种方法？ ：

第一 ， 将资源分配给低风险的 生产 ， 但 回报通 常较低 ；
第二 ， 预防性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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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 ， 诸如蓄养牲畜？ ， 但这是以减少 当下投资或消费为代价的 ； 第三 ， 差

异化种植与分散 田地 。

以上三种策 略的 代价相对 保险而言较 髙 。 保险一方面作 为安全 网 ，

使风险 出现后农户 能得到补偿 ，
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民 敢于做 出 髙风 险决

策？ ， 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 。

Ｃａｒｒｉｑｕｉｒｙ 和 Ｏ ｓｇｏｏ
ｄ 为上述发现提供了 理论支持 ， 并通过模型构建 ，

以及对 函数分析发现 ： 如果设计得当 ， 保险促使农 民将概率 预测应用 到

更确定性的 生产行 为 中 ， 即 农 民 可能进行 一些不采 取风 险保护 的 生产

选择 。
？

Ｍ ｉｕｒａ 和 Ｓａｋｕｒａｉ 的研究则首次尝试解 释常规 自 我保险机制与正式保

险之间 的关系 。 作者认为 ， 非正规 自 我保 险是正规指数保险 的补充还是

替代 ， 取决于相对成本和两种机制之 间的 收益 。 资本约束通常不如预期

的紧张 。

？

此外 ，
有学者研究 了非洲正在实施的保险 ，

发现不 同富裕程度 的农

民对保险做出的反应并不相 同 。 Ｊａｎ ｚｅｎ 和 Ｃａｔｅｒ 研究了ＩＢＬＩ（ 指数牲畜保

险 ） ， 测试了保险对家庭应对风险策略的平均影响 ，
发现保险使得参保家

庭大幅度降低 了对可能损害未来生产力 、 成本髙 昂的 风险应对策略的依

赖 。
？ 结果显示 ： （

１
） 较富裕的家庭主要通过出售资产来应对 ， 而保险使

得其在受到冲击后 出售资产的可能性降低了９６％
；（

２
） 较贫穷 的家庭主

要通过削减食品消费来解决 ， 保险使得这一 可能性降低 了 ４９％ 。 但两个

结果只有前者的估计是显著的 。

总体来说 ， 根据 目 前的研究发现 ， 正式保险作 为农 户 的非正式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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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手段 的替代品 ， 保险使得农民更倾向 于进行髙风险投资 ， 或者降低

自 我保护 的生产选择 。 正式保 险减少 了农 民 的非正式风 险分散手段 的使

用
，
不同富裕程度的农 民减少的具体方式有所不同 。

（ 四 ） 影响农户保 险参与意识 的因 素

气象指数保险作为一种新型保险 ，
尽管被作为发展 中 国家 的风 险管

理工具进行推广 ， 但指数保险的参保率却非常低 。

？ 目前文献 中对参保率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农 民缺少购买保险 的兴趣或能力 。 农 民会受到资金流动性约束的 限

制 ， 在没有信贷市场的情况下 ， 农民们根本买不起保险 。

？ 对保险的 了

解是另一 主要原因 ， 许多农 民不 了解 气象指数保险的功能 以及赔偿 的触

发机制 ， 从而降低了农 民对保险 的需求 。
？ 因此 ， 培训和沟通 ， 或是简

单易懂 的 降 雨量 和 阈 值介绍 也可 以 增 加农 民 对气象指数保 险 的 支 付

意愿 。

也有研究讨论 了家庭 与个人特质对参保意愿 的影 响 。
Ｆａｌｄａ 等考察

了１ ２０ 户 种植可可 的 农 民 在尼 日 利亚 参与农业保 险的意愿 。
？ 结果显

示
，
７ ７

．
５％ 的农 民知道有农业保险 ， 但只有 ５ ０％ 的人愿意购买农业保

险 。 影响农民参保意愿 的主要因素是家庭 户 主 的受教育程度 、 工作经验

以 及收人等 。
Ｇｅｏｒｇｅ 等人评 估 了加纳 农 民作物 保险参保 意愿 ，

Ｌｏｇ ｉ ｔ 模

型结果显示 ， 农场规模 、 家庭规模和 家畜多样化都是影 响农 民参 与作物

保险意愿的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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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率 。 Ｑａｉｍ 等对农 民参保气象指数保险意愿 进行 了调査 。 他在

肯尼亚调査 了 １ ５２ 名参保农 民与随机选出 的 ２３４ 名未参保农民 。
① 作者开

发离散选择实验 （
ＤＣＥ

） 来评估农民对保险合 同 的主观偏好 。 结果显示 ，

农 民愿意支付的保费 比保险公司收取 的平均保费低 ２５％ 左右 。 较低的 费

率有助于增加参保意愿 。 有趣 的是 ，
Ｍ ｉｕｒａ 和 Ｓａｋｕｒａｉ

？ 研究却表 明
，
适合

市场需要的髙费率低保费的保险产品 在赞比亚非常也受欢迎 。

基差风险 。 基差风险被广泛认为是指数保 险需求较低的主要 原因 ？ 。

基差风险意味着气象指数不能 够准确衡量农户 的作物损失 。 例如 ， 气象

站记录的气象数据与个别农户 实际受到 的 气候影响存在差异 ， 由 于采用

气象站数据进行保险理赔 ， 导致农 民 的损 失与赔付失衡 。 这在气候 多变

的地区 尤为 突 出？ 。 但很少 有研究 实 证测 量 出 基差风 险对保险需求 的

影响 。
？

灾害频率 。 Ｌｅｂｌｏｉ ｓ 等对农 民参保指数保险低参保率做 出 了新解释 。

在分析了干旱频率对农民参保意愿 的影响后 ， 作者指 出灾害频率会影响

农户 对保险的需求 ， 也和基差风险是否严重有关 。
？ 作者通过 Ｄｏｈｅｒｔｙ 和

Ｓｃｈｌｅ ｓｉｎｇｅｒ
？ 的概念模型建立一个保险离散选择模型 ， 以得 出灾害频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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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需求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 １
） 保险需求是灾 害频率的倒 Ｕ 形 函数 ，

表明存在一个投保的最佳的频率 ；
（ ２ ） 随着基差风险增 加 ， 高频风险将

超 出农户可承受风险的能力范 围 。

最后 ， 有研究指 出 向农 民群体而不是个体推销保 险参保率会更髙 。

农 民群体可 以通过几个途径影响对气 象指数保 险的需求 。 第一 ， 群体可

以帮助降低承保的交易成本 。 第二 ， 群体可 以更快传播有关保险技术和

产品 的信息 。 第三 ， 与前一点相关 ， 群体可能会提供一 个学 习 平 台 ， 增

加农民对不熟悉保险产 品的 信心 。 然而 ， 关于如何推销保险对农 民采用

气象指数保险意愿影响的经验证据很少 。

总的 来说 ， 影响农 民参保意愿的 因素是多维度的 。 除去个人与家庭

人 口学变量 ， 个人兴趣与能力 、 保险 自 身厲性 、 基差 风险 、 灾害事件频

率 、 不同 的参与对象都可能影响保险需求 。

四 硏究方法

（

一

） 实验经济学方法

实验经济学方法有 以下几种 。 部 分研究采用 向农 民 出售 、 赠送农业

保险 ， 或者进行模拟保险游戏来研究保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Ｇ ｉｎ６ 和 Ｙ ａｎｇ 在马拉维中部推广了指数保险与贷款 ， 在对 ７８７ 名 投保

与未投保指数保险的 农民研究 中发现 ， 与单独提供贷款 的农 民相 比 ， 同

时参保指数保险的农 民购买改善种子的贷款下降了１３％
。

？Ｈ ｉｌｌ 和 Ｖ
ｉｃｅ ｉｓ

－

ｚａ 进行实验性游戏来识别保险对农业风险投资的影响 ， 通过对参保与未

参保农民购买化肥决策来识别农 民的收人水平 。 分析发现 ， 被保险 的农

户 额外购买化肥的可能性增加 了２９％，
收人增加 了２ １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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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ａｂｅｄ 和 Ｃａｒｔｅｒ
？ 使用 Ｋ ｌｉｂａｎｏ 等？开发的模糊性厌恶模型来研究农户

指数保险需求 。 研究发现 ， 相 比风 险态度 中立 ， 风险厌恶 的风险态度会

降低农户对指数保险需求 。 在马里 ， 区域产量指数保险合 同条件下 ， 布

基纳亚州农民增加 了１ ５％ 的棉花种植面积和 １４％ 的种子支 出 。 Ｃａｒｒｉｑ
ｕ ｉ ｒｙ

和 Ｏｓｇｏｏｄ 基于不确定性选择模型发现 ， 如果保险设计得 当 ， 将使得农民

更倾向进行高风险髙回报的投资决策 。
？

Ｎ ｉｃｏ ｌａ 开发了一个动态随机优化模型 ，

？ 并使用来 自 马拉维的 Ｇｉｎ６ 和

Ｙａｎｇ
？ 的数据 ， 通 过校准和结构估计 的 组合将动态模 型 中 的 参数 固 定 ，

来推导气象指数保险对农 民行为与收人 的影 响 。 作者发现 ， 提供气象保

险会导致农户更多地投资于风险较髙 的技术 ， 并使农户 同时增加消 费和

农场收人 。

（ 二 ） 面板数据与传统计量分析方法

Ｌｅｂｌｏｉ ｓ 等在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多元 回归研究投保决策后指 出 ，
多个

横截面与时间序列 的数据有助于处理结果 间不可观察 的异质性 ， 但 因为

被解释变量 （投保决策 ） 是虚拟变量 ， 使得固定效应存在潜在的 偏差 。
？

对此 ， 作者首先使用 ｐｒｏ
ｂｉ ｔ 随机效应面板回归进行估计 ， 并 引人 自举标准

误差 （
Ｂｏｏ ｔｓｔｒａｐｐ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 ｒｓ ） ， 在误差项与 随机效应 无相关性时 ，

该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 （
ＭＬＥ

） 是无偏的 。 在经过豪斯曼检验发现随机

和 固定效应 的 回 归差 异显 著不 同 ， 即存在不可观测 的 固 定个人效应 后 ，

作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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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天气风险直接影响到农民生计 ， 在缺乏有效风险分散手段的情况下 ，

会造成严重的生产危机 。 而既有对非洲气象指数保险的研究表 明 ， 气象

指数保险是一种新兴 的 ， 对非洲农业管理风险有 巨大帮助的 保险 。 但不

可否认的 是 ，
现有关于气象指数保险 的 研究仍 然有很 多 问题没有 得到

解答 。

保险项 目 的具体效果 研究不 足 。 现有研究对 已有保 险项 目 的实施效

果
，
优点与不足缺少评估 。 此 外 ， 现有 的研究多从模拟 实验入手 ， 或是

亲 自 发行小规模保险 。 这使得 已有研究 很少对现有气象指数保险的具体

量化效果进行测 量 ， 这一点对保险 的 改 良是不利的 。 因 此 ， 仍然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来确定数据测量 的准确性 、
一致性 ， 或者次优投资决策对农

民收入的影响等等 ， 以进一步对保险进行改进 。

缺少足够好的数据 。 现有研究者所用的 数据多是对 己 发行小型保险

再进行调査 ， 缺少国家层面 的大型数据。 气象保险作为新兴保险 ， 缺少

历史数据 。

在研究方向上 ，
现有研究对于基差风险没有足够的 研究 。 基差风险

是气象指数保险难以 消除的 问题 ， 但现有研究在这一方面并不深人 。 既

有研究大多指出 了 基差 风险影响 了农 民参与保险意愿 ， 但基差风险在多

大程度上降低了指数保险的需求 ， 以及具体的减少基差 风险的手段的评

估 ， 目 前的文献却没有进行明确的测量 。

（ 责任编辑 ： 张志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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