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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建设：理论内涵、

规律趋势和实践路径

　贾　晋１　彭浩瀚１　王　欧２

(１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成都６１１１３０;

２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１００８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Ｇ０３Ｇ２０.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建设农业强国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２３ZDA０４６),２０２３

年度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乡村振兴重点课题 “农业强国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XC２X２DKT２０２３０２０３),２０２４年度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软科学课题 “大城市群———超大规模城市”粮食和物资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研究”(GLRKX２０２４０６９),２０２４年度四川 “三农”政策研究

课题 “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贾晋 (１９８０—),男,四川绵阳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EＧmail:３４４８１６３８＠qqcom;彭浩瀚 (１９９７—),

男,浙江宁波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王欧 (１９７５—),女,江苏宿迁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发展史.

摘要:农业强国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中国要建设的是综合型农

业强国,不仅具备较强的农业国际竞争力,而且还能够引领世界农业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

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任务,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逻辑主线,农业数字化转型为赋能增值,绿色低

碳发展为内生要求,促进城乡融合为关键保障,培育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核心目标.世界农业强

国发展进程具有相似的规律性、趋势性特征,表现为:农业产业份额下降,产业链容量提升;要素

投入比重下降,生产效率提升;农业直接性扶持强度减弱,间接性扶持占比提高;研发投入份额保

持稳定,科技创新结构优化.当前农业强国建设主要面临粮食供给压力、产业竞争力弱、科技尖端

创新力匮乏、绿色发展要素约束强等问题.高质量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要坚持差异化发展思维、融

合发展思维、改革思维,构建安全先进的生产经营体系、低碳环保的绿色农业体系、高端自主的科

技创新体系以及灵活高效的要素市场体系.
关键词:农业强国;理论内涵;规律趋势;实践路径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８００１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战略目标,为加快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

向.２０２３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２０２４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了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重点任务.如何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全面夯实现代化强国的农业基础,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

要议题.学界也掀起农业强国建设的研究热潮,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农业强国的理

论内涵[１Ｇ２]、类型特征[３]、指标测度[４Ｇ５]、问题挑战[６Ｇ７]和建设路径.例如,有的学者从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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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对农业强国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归纳[８Ｇ１０];有的学者从土地[１１]、劳动力[１２]、全要素生产率[１３]、农业品

牌[１４]、科技和改革[１５]以及系统视角[１６Ｇ１７]提出了农业强国的建设方略.
综合来看,农业强国相关研究已形成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可进一步探讨和发展的空

间.第一,农业强国具备丰富的理论内涵,现有研究仅仅关注内涵特征而忽视其外延要义.内涵和外延通常

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将二者糅合一起谈论不利于系统全面理解农业强国的理论内涵.在分析理论内涵时,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理论指引,讨论农业强国概念所包含的目标特征、发展

要求、关键重点等本质属性内容.而探讨农业强国外延含义时,本文聚焦农业农村发展的长期趋势和时代特

征对农业强国建设的要求.第二,农业强国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现有文献筛选比较对象的方法较为模糊,并

未清晰界定哪些是农业强国、哪些是农业现代化国家,进而导致研究结论精度不足.本文立足农业强国理论

内涵的剖析,提出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竞争性、综合性和引领性是农业强国的充分条件,并

对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国家进行了精确划分.第三,农业强国是一个长远性战略,更需要总结建设农业强

国的长期性规律,把握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趋势,以全局视角谋划农业强国体系建设,但现有文献并未对农业

强国建设的一般规律和趋势展开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从产业链、生产效率、政策扶持和科技创新４个维

度,归纳了农业强国发展进程中的规律趋势.

2　农业强国的理论内涵

２１　农业强国的概念特征

　　农业强国概念首先强调竞争性.从静态看,判别是否为农业强国必须立足于国家层面的比较.能称之为

农业强国的国家,其农业发展必然在某一领域具备全球性的比较优势.从动态看,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

率、构建农业比较优势,可能引发国家层面的直接竞争.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美国

农产品 (食品、烟草、动植物油脂等)出口额达２１２０亿美元,农业大国巴西的农产品出口额也达到了１３２０
亿美元,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为８２６亿美元.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速达７９７％,高于全

球７６６％的平均增速,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从３９１％提升至４１４％,中国建成农业强国必然会挤压其他国家

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农业强国概念也具有综合性.有学者将农业强国类型分为综合型和特色型[３],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农业部

门内的几个细分产业具备全球领先优势,则可将其称为 “特色农业强国”.本文认为,单个产业部门强的国

家不能被称为农业强国.例如,俄罗斯、乌克兰谷物生产能力极强,不仅能满足本国消费需要,还是欧洲粮

食主要供应国,但两国均不是农业强国.在超大规模生产和消费背景下,中国建设的农业强国是综合型农业

强国,需要全面谋划、系统推进、在不同层次构建综合的国际比较优势.
农业强国概念还具有引领性.能否引领世界农业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农业强不强最直观的体现.在

农业科技创新层面,美国一直处于全球农业科技创新最前沿,其突破性的基因编辑、生物育种、数字农业

等技术,对世界农业科技创新路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力.在农业全球贸易层面,以美国 ADM、法国路易

达孚为代表的国际大粮商在全球粮食贸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掌握全球农业发展重要话语权.中国要建

设的农业强国更要突出引领性这一特征.尤其是在全球政治经济、公共安全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陡增

背景下,要充分发挥农业 “稳定器”作用,通过掌握国际农业发展主动权来夯实自身发展根基、应对

环境风险.

２２　农业强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逻辑辨析

农业强国虽然在字面含义上仅谈及 “农业”,但是从战略要求来看是包含了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各个方面的多维度系统性工程.把握农业强国的含义边界,应当厘清 “农业强国”与 “农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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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农民”之间的关系.第一,农业强国是农业现代化的高级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农业

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①.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重要战

略部署.概括地讲,未来５年 “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２１世

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因此,从农业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以及中央政策部署层面看,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建成

农业强国的底线要求.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指农业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农业要

素投入、生产技术及组织形式的升级变革,最终都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导向,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体

现.第二,农村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基础条件.农村是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载体,也是农业生产要素的聚集

地.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为乡村产业打造便捷高效的发展空间,为乡村人

才提供宜居宜业的生活空间,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需求.第三,农民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隐含约束.虽然

近年来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比正在逐渐减少,从２０００年的５００％快速下降至２０２３年的２２８％②,但是仍有

大量人口在农村.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乡村人口达５１亿人,有１７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劳

动.未来几年,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农民不仅是农业产业发展主

体,更是乡村建设主体.如何实现农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内含的关键问题.

２３　农业强国核心内涵与外延要义

２３１　底线任务: 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粮食安全一直都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推进农业

强国建设过程中不可动摇的核心使命.中国人多地少、农产品供需规模超大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统

筹利用国际国内市场和资源,降低粮食对外依存度,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消费安全.农业强国视域下,保

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就是要在保障数量稳定底线的同时,实现食物供给高品质化、多种类化、生

态可持续化.粮食安全不仅仅关乎粮食作物生产供给安全稳定,还广泛延伸至包括蔬菜、水果、肉类、水

产品在内的重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营养安全.因此从外延要义看,建设农业强国就是要树立大食物观,
通过不断拓宽食物来源,构建安全高效的农食系统,以此来更好满足居民不同食物消费需求,改善居民膳

食结构.

２３２　逻辑主线: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一个国家农业强不强,最直观、最方便的经济指标就是农业生产效率.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

率分别为０６８万美元/人和２２５３万美元/千米２,而同样自然资源禀赋稀缺的以色列和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

率分别为１２６８万美元/人和１８７万美元/人、土地生产率分别为７０４８万美元/千米２ 和８４９９万美元/千

米２.中国农业生产面临较大资源禀赋约束,只有提高要素质量、优化要素配置组合,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为核心逻辑主线,才能满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外延要义来看,
“抗风险强”能力是农业强国 “强”的重要维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提高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方式,此外还

需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国未

来一段时间的农业生产经营将仍然以众多小农户的分散经营为主,优化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构建小农与现代

农业发展联结机制,是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塑造产业韧性的重要路径选择.

２３３　赋能增值: 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

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实现农业科技的现代化.加快农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是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加快建成农业强国的核心驱动力.突破农业生产资源约束,打通农业生产力发展堵点,必须把农

业科技创新放在更突出位置.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路径,中国处于数字经济同传统经济交互融合关键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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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２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应当将农业物联网、智慧农业、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提高农业

全产业链附加值.从外延要义看,将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依托数字技术赋能 “三
产融合”.在生产端,依靠生产要素数字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实现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在消费端,依靠

数字化信息平台降低农产品在各个产业链环节的流通成本.在产业链之间,依靠数字技术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农业物联网、智慧农机等,促进农业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２３４　内生要求: 坚持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色生态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支撑和现实基础.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长期矛盾关系,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凸显农业绿色生态底色.走绿色生态发展道路,必须践行 “两山”理念,一方面,要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以及环境污染物;另一方面,要加快生态价值转化,探

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体系、核算体系,实现农业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有机结合.从外延要义看,
农业生态化转型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供养了

庞大人口的农产品消费,这凸显了中国农业生产资源利用的高效率,也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得出了更高的要

求.总结世界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坚持绿色农业,坚持生态文明,是有效避免和严格防范现代化的生态代

价的科学选择.

２３５　关键保障: 促进城市与乡村高质量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统筹规

划,发挥城市在产业、人才、资本、技术上的带头作用,凸显乡村丰富的资源、自然景观、经济文化历史生

态等多重价值,推动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加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民生

活更加富裕、农村生活更加美好.从外延要义看,建设农业强国不仅要在空间范围上推动城乡融合,更是要

在要素资源以及市场环境上推动城乡融合,构建高质量要素流动市场.一是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发挥政府

引导作用,推动土地、劳动力、资金双向流动,加快数字信息、农业技术向乡村流动.二是要推动乡村市场

与城市市场融合发展,吸引城市居民前往乡村消费,挖掘广大乡村居民消费需求.

２３６　核心导向: 培育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结构支撑,建设农业强国的核心导向必须落脚于如何培育

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农业产业根基不实,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力进步、农民增收、农村转型也就无从谈

起.因此,建设农业强国应当加快培育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分维度协同推进农业基础性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建设,充分利用农业先进科技和高端装备,培育农业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力做好农业

“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从外延要义看,国际竞争力是

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而国际竞争力是否强大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被称为农业强国.综

合而言,加快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目标必须锚定培育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久久为功.

3　农业强国判别与规律趋势分析

从前文农业强国的理论内涵分析可知,建成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实现了农业

现代化的国家并非都是农业强国[１,３].从概念特征看,竞争性、综合性和引领性是研判农业强国范围的充分

条件和关键切入点.

３１　农业现代化的门槛条件

对比分析农业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时,需要明确主体参照、演化路径以及发展阶段.美国是主要现代

化强国,法国是现代化起源地,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与历史文化与中国较为相似,本文将以上３个国家作为研

究参照系.虽然不同国家之间农业现代化模式选择不尽相同,但其演进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现代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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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逐步替代,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全面提升;二是通过快速城镇化,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的

配置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参考已有文献[１８],本文选取人均 GDP、农业人均产值衡量农业生产效率,选取农

业产值份额、农业就业份额衡量生产要素配置情况,选取城镇化率衡量城市化水平.该系列指标达到一定水

平后,可认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美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期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农业生产设备机械化、生产技术高科技化是美国农业现代

化进程中的显著特点[１９].２０世纪前后,以收割机为代表的农业机械设备的发明与应用,推动美国农业发展

进入半机械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３０年间,得益于美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农业领域基本全面实现

了机械化、电气化和高科技化.１９４５—１９７０年,美国农场拖拉机数量从２３５万台增加至４７９万台[２０];１９４１
年美国３５％的农场实现通电,到１９７９年电力服务基本覆盖所有农场 (９９％)[２１];生物技术突破使得农业化

肥应用逐渐推广开,１９４５年美国农民化肥开支６５７亿美元,１９７０年上升至２２２２亿美元[２０].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美国政府也将农业农村政策重心从消除贫困转移至城乡平衡发展[２２],１９７１年组建了农村发展局,并于

１９７２年出台 «农村发展法案».
法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期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２０年的恢复重建为法国农业现代化构筑

了坚实基础[２３].一方面,通过加大政府农业投资,推动农业机械以及农业化肥产业发展,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

法国拖拉机从１３万台增加至１３０万台,化肥使用量从１００万吨提高至４２０万吨[２４].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土

地资源,推动农业集群化发展,１９７０年前后,法国基本完成了土地集中化,农场的平均面积由１９５５年的

１６公顷上升到２０公顷以上[２５].农业资本化、机械化和集中化发展使得法国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１９６８
年,法国第一次实现农产品的净出口,１９７２年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出口国.生产效率

的提高也加速了农业人口转移,１９７５年法国城镇化率超７２％,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比从１９４６年的

３２６％下降到１９７５年的９５％.农业劳动力投入逐渐集中化,在１９７９年,法国农业总劳动力中有８５％来

自家庭农场[２６].

日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期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以小农为主的集约化发展模式是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典型特

点.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日本快速发展工业贸易为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雄厚的工业

资本积累为农机装备生产、生物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现代化工业服务业扩张吸纳了大量农村劳

动力.与此同时,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成为日本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阻碍因素[２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制

造业工资约为农业的３倍,农户兼业收入是农业收入的４５倍.日本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缓解城乡发展矛

盾,例如,１９７７年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以吸引人才回流,１９７９年 “一村一品”运

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精品农业.在随后１０年间,日本农村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
农村生活环境改善,基本完成了农业现代化转型.

综上所述,本文计算美国、法国、日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期相关指标的均值,并作为农业现代化国家门

槛条件的参考依据 (表１).

表１　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国家
人均 GDP/
(美元/人)

农业人均产值/
(美元/人)

农业产值份额/％ 农业就业份额/％ 城镇化率/％

美国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 ２８４５２ ２１４５６８７ ２４６ ３８８ ７６４１

法国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 ２０８４８ １９６０９０８ ５２３ １３１３ ７３１５

日本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 ２３２２５ １５２８０７８ ２８２ ７０６ ７７１５

门槛值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orldBank)、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数据库.为了规避不同阶段的美元衡量的购买力、财富水平不同,人

均 GDP、农业人均产值按２０１５年不变美元价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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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判别

本文通过以下流程筛选农业强国名单.第一步,筛选出农业现代化国家.本文定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国家为农业现代化国家,即人均 GDP高于２００００美元/人、农业人均产值高于１５０００美元/人、农业产值份

额小于６％、农业就业份额小于１０％、城镇化率大于７０％ (表１).以２０２２年为时间节点,最终筛选出２２个

符合农业现代化条件的国家①.
第二步,判断这些农业现代化国家是否具备综合性产业结构.本文将农业总产值低于１００亿美元定义为

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并剔除农业生产规模较小的国家,就此排除以色列、新西兰、丹麦等１１个国家.不少

文献将以色列、新西兰、丹麦视为农业强国,而本文认为,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建立在一定产能基础上的,生

产规模较小的国家通常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韧性不高.虽然以色列精准农业、新西兰畜牧业、丹麦有机农业

闻名全球,但是仅仅在农业某一领域较为突出,不代表其整个农业部门在全球具有比较优势.例如在谷物供

给方面,以色列和新西兰的谷物自给率仅为７００％和５６７２％.
第三步,综合评价农业现代化国家是否具备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引领能力.本文进一步剔除日本、韩国和

英国３个国家,认为他们是实现了高水平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但都不是农业强国.日韩两国高度依赖国际农

产品市场,其农产品出口额低于大部分农业现代化国家,长期保持净进口状态.近年来优势农产品出口乏

力、农业国际竞争力不明显,是制约两国成为农业强国的关键因素.英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较小,
除植物科学等个别领域外其在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方面不具备突出优势,无法引领世界农业发展方

向,因此可以将其排除农业强国行列.最终,本文认为以下８个国家能称为农业强国,分别为澳大利亚、加

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美国.

３３　农业强国建设的规律趋势分析

３３１　农业总产值占比不断下降, 农业产业链容量快速提升

观察世界农业强国发展过程,农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农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逐

年下降的情况下,农业产业链容量不断提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统计数据,１９７０—２０２２年,世

界农业强国农业总产值平均增幅达１８０％,荷兰更是增长了５１２％.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农业总产值不

断增加,农业总产值占比将趋于稳定.例如,美国在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３３５２％,而农业总

产值占 GDP比重围绕１％上下波动.农产品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的产值快速提升,是产业扩容的主要动

力.以美国食物产业链为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农林牧渔生产环节产值仅增加５７亿美元,而加工、流通、销

售等环节产值增加高达６５９亿美元.整体来看,美国食物产业链下游产值占比从２０１１年的８０２７％提升至

２０１５年的８２８９％.

３３２　农业要素投入比重不断降低, 农业生产效率快速提升

从整体上来看,农业强国农业部门人、地、资本要素投入占总要素比重不断降低.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世界

农业强国平均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从３８４％降至２４６％,平均农业政府支出占比从１０７％降至０５９％,平均

农业用地占比从４７８９％降至４３２５％.生产要素投入集约化趋势下,农业强国生产效率快速提升.根据世

界银行统计数据,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世界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平均４０７２４美元/人增加至６５４７５美元/
人,增幅达６０７８％,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国家为德国,美国次之;农业土地生产率从１４８７７４美元/千米２

提高至１９４４０８美元/千米２,增幅达３０６７％,农业土地生产率提升最快的国家为澳大利亚,其次为加拿大.
３３３　政府农业直接性扶持强度减弱, 间接性扶持强度不断增加

观察世界农业强国对农业政策扶持情况,可以发现农业政策扶持方式逐渐由直接型转变为间接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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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orldBank)、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２０２２年数据库.为了规避不同阶

段的美元衡量的购买力、财富水平不同,人均 GDP、农业人均产值、农业总产值按２０１５年不变美元价格进行计算.



一,农业扶持政策结构层面,生产者支持大幅减少,对一般性公共服务的支持显著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数据显示,１９８６—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农业生产者补贴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平均

降幅达７０５５％;非生产者支持占农业总支持金额占比分别从９０３５％、６５５６％、７９４５％上升至９５６７％、

９２３８％、９２７９％,其中对农业公共服务的支持占比分别提高至２８９０％、２４５２％、１０１２％.考虑到价格

支持的弊端,农业强国将生产者补贴方式逐渐由价格支持向直接补贴转变[２８].通过降低直接性生产者支持、
强化间接性公共服务支持以及优化生产者补贴方式,农业强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其农产品进口额、
出口额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第二,农业资金扶持方面,直接性的农业贷款比重降低,间接性地利用外商投

资占比增长.FAO 数据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涉农贷款占比分别从

１０４９％、５３１％、３２３％、１３６９％、０９２％下降至８７１％、４６４％、３０４％、７２２％、０６４％.农业利用

外资层面,根据FAO数据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法国、意大利、美国的农业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分别达

４３０亿美元、１２１４亿美元和１６０４亿美元,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农业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总和的１６
倍、１６１倍和０８倍.

３３４　农业研发投入份额保持稳定, 农业科技创新结构不断优化

根据美国农业部 (VSDA)统计数据,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美国年均农业研发投入达１１２亿美元 (美元现

价),并且以每年５２４％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农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在

３３２％的水平上下波动.在农业研发投入结构上,私人部门逐渐成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私

人部门研发投入由５７亿美元增加至１２２亿美元,占农业研发总投入的７２４３％,同时期公共部门农业研发投

入甚至降低了９６４％.公共部门研发支出结构性分析显示,１９７６—２００７年,美国联邦政府农业科研机构支

出占比快速上升,美国州政府农业科研机构支出占比以及美国农业部机构支出占比逐年下降.截至２００７年,
联邦政府科研机构、州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美国农业部在公共部门农业研发总投入上各占约３０％.美国农业研

发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科技创新的专业化、分工化、集约化.公共部门农业研发投入聚焦农业基础

科学、科研人员培养、农民职业培训、环境保护、食物安全等领域.私人部门农业研发投入主要用于种子等

生物科技 (２６１２％)、农业机械设备 (１３４４％)、食品工业 (３５２８％),食品相关研发投入有８０％来源于私

人部门.类似地,农业强国加拿大在农业科技创新结构上也实现了高度分工,公共部门主导理论型研究,私

人部门主导实践型创新.根据加拿大农业研究所调查数据[２９],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农业相关学术研究７３％来自大

学等科研机构、２１％来自中央政府、私人部门不足１％.而在农业相关专利申请上,５８％来自私人部门、

２６％来自大学等科研机构、１２％来自中央政府.

4　农业强国建设的国际现状与中国比对

４１　农食系统安全性稳定性

　　综合来看,中国粮食供给压力较大,食物营养供应水平较低.如表２所示,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
德国、美国谷物自给率均超１００％,中国谷物自给率为９０２２％,尚不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低于农业强国

平均水平.２０２１年,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人均谷物占有量为３３１４３千克,平均谷物自给率为６９４１％,由

此可以看出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的显著差异在于能否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大部分农业现代化国家受限

于自身粮食生产条件只能高度依赖国际进口.其他食物生产供应层面,２０２１年中国人均蛋类占有量为２３６９
千克,是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１９５倍、农业现代化国家的２１３倍,但是人均肉类占有量、奶制品占有

量远低于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在食物供应稳定性上,中国人均食物供应波动率为６６９７３焦耳/天,远低

于农业强国以及农业现代化国家,表明中国食物供应链具备相对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中国食物营养供应水平

不高,平均食物能量供应比率为１３７％,人均蛋白质供应量为１０５１克/天, (５岁以下)发育不良儿童占比

达４９％,远高于世界农业强国以及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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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与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国家农食系统安全性稳定性指标对比

国家
人均谷物占有量/

千克

谷物自给率/

％

人均肉类占有量/
千克

人均蛋类占有量/
千克

人均奶制品占有量/
千克

澳大利亚 １９７０５１ ３４４５０ １６９１０ １０３８ ３４１７３

加拿大 １２２４９８ ２１４０６ １３９８３ １６０１ ２４８１０

法国 １０３６４１ １６２９７ ８３１１ ０００ ４００３４

德国 ５０７８５ １０２２９ ９１５０ １１７２ ３９７９１

意大利 ２７９６８ ５６９５ ６２２９ １２１１ ２３６２９

荷兰 ７６３４ ９３６ １７３５３ ０００ ８３４６６

美国 １３４３１２ １２７９９ １４５０４ １９７１ ３０４６２

农业强国平均水平 ７２９３９ １１７７４ １１０１７ １２１４ ３３３４７

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 ３３１４３ ６９４１ １０３０２ １１０９ ６３４８９

中国 ４３４７６ ９０２２ ６３５３ ２３６９ ２８６１

中国与农业强国比值 ０６０ ０７７ ０５８ １９５ ００９

中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比值 １３１ １３０ ０６２ ２１４ ００５

国家
平均食物能量供应比率/

％

人均食物供应波动率/
(焦耳/天)

(５岁以下)发育不良

儿童占比/％

人均蛋白质供应量/
(克/天)

澳大利亚 １３７ １５９０６２ ３３ １１０４

加拿大 １４６ １０４６４６ － １０６７

法国 １４２ ２７２０２０ － １１５３

德国 １４６ １０４６４６ ２１ １０５

意大利 １４８ １７１６２０ － １０５３

荷兰 １３６ ２６７８９５ １６ １０７３

美国 １５３ ６２７８８ ３５ １１６３

农业强国平均水平 １４２ １５０６９１ １７ １０８９

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 １３４ １２１３９０ ２２ １０６２

中国 １３７ ６６９７４ ４９ １０５１

中国与农业强国比值 ０９７ ０４４ ２８３ ０９７

中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比值 １０２ ０５５ ２２３ ０９９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FAO)２０２１年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用往年数据代替.国家谷物自给率按照本国生产量/ (本国

生产量＋进口量—出口量)计算.

４２　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中国农业产业链体量庞大,但产品附加值低,国际竞争力不强.２０２２年中国农业增加值达到８８万亿美

元,谷物、籽棉、花生、肉类、茶叶、水果产量均稳居世界第一.虽然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农业产业链体

系,但产业发展仍面临较多挑战.在产业融合发展上,美国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环节产值约为农业生产

环节的４倍,而根据农业农村部２０２２年数据统计,中国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仅为２５.中国

主要农产品成本价格高企,２０２２年每５０千克大豆成本是美国的２０７倍,每５０千克小麦售价是美国的１７５
倍①.此外,世界农业强国还具备强大的农业产业服务体系,２０２０年美国的农业仅占 GDP的０６％,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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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２３».



农业和食物及其相关行业产值却占 GDP的５％.强大的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使得世界农业强国具有全球性

比较优势.例如,澳大利亚畜牧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牛肉、羊毛制品、奶制品的价格品质在国际农产品市场

极具竞争力,其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为０４６,远超其他国际农业强国 (表３).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指数

为－０５３,低于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为０３３％,考虑到中国农

产品出口额与第一产业产值比值仅为００６,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四

川省白酒出口量为０１３２１亿升,出口额为０６９亿美元,出口量位居全国第四,出口额位居全国第二.然而

中国白酒对国际烈酒市场的渗透程度极低,每年只有不到１％产量的白酒出口①,推动内陆地区农产品出口

将是未来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增长极.

表３　中国与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国家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指标对比

国家
第一产业产值

占比/％

农产品出口额与第一产业

产值比值

农产品国际市场

占有率/％

农产品贸易

竞争力指数

澳大利亚 ２３１ １２０ ０１９ ０４６

加拿大 １７６ １６８ ０２６ ０１９

法国 １６４ １５８ ０３４ ００９

德国 ０８５ ２４０ ０３９ －００９

意大利 １９４ １４５ ０２６ ００９

荷兰 １５５ ７２８ ０５１ ０１８

美国 ０９６ ０７８ ０７７ ００１

农业强国平均水平 １４７ １８８ ０３１ －００５

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 １８０ ３７２ ０７４ －０２７

中国 ７２４ ００６ ０３３ －０５３

中国与农业强国比值 ４９３ ００３ １０８ －

中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比值 ４０２ ００２ ０４５ －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orldBank)、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２０２１年数据库,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农业出口总值/世界农产品

贸易总值,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出口额—进口额)/ (出口额＋进口额).

４３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

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大多处于面上数量突破,而缺乏农业前沿领域技术创新.中国谷物生产技

术在全球具有领先水平,２０２１年谷物单产水平为６３２０８千克/公顷 (表４),为农业强国的１１０倍和农业现

代化国家的１１１倍.中国在农业科研成果数量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转基因水稻研究发表SCI论文总数达

３３２４篇,远超发文量第二的美国 (１６４０篇),转基因技术研究授权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农业科学领域,
中国进入全球ESI前１％的科研机构数量位居世界第一[４].从科技创新质量上看,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仍存

有差距.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均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仅为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 ９００％ 与

２１４０％,为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的１３４３％与１４８１％.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机械化率一般在９５％以

上,中国仅为７２％[６].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方面,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快速增长,从２０１２年的５４％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６２４％,但仍与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 (８７４％)存在差距.
在农业科技创新的尖端前沿领域,世界农业强国仍具备明显优势.例如,美国BVT公司以蜜蜂载体技术实

现了通过蜜蜂授粉来消除或抑制农产品病害,显著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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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２年白酒出口量约１６亿升,出口额７１６亿美元 (约４８亿元),而２０２２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白酒产量为６７１２亿升.



表４　中国与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指标对比

国家
农业劳动生产率/

(万美元/人)
劳均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万美元/人)
谷物单产/
千克/公顷

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

澳大利亚 １１１６ ０３０ ２５４８０ ７１０

加拿大 １２４９ ００８ ３０７８３ ８１０

法国 ５１６ ０１１ ７１７０９ ９５９

德国 ６７９ ００７ ６９９８１ ９４４

意大利 ４６６ ００６ ５５６２８ －

荷兰 ２３１ ０５０ ７８７２３ －

美国 ７１６ ０１１ ８２６８０ ９４７

农业强国平均 ７５５ ０１７ ５７５４９ ８７４

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 ５０６ ０２７ ５６８９４ －

中国 ０６８ ００４ ６３２０８ ６２４

中国与农业强国比值 ００９ ０２１ １１０ ０７１

中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比值 ０１３ ０１５ １１１ －

　　注:农业劳动生产力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orldBank)２０２２年数据库;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谷物单产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２０２１年数据库;农业科技进步率为２０２２年数据,由作者搜集整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业产业从业人员.

４４　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能力

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能力较强,但可持续发展的要素约束日益趋紧.２０２１年,中国化肥投入强度为

４２３８克/美元,与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相近,低于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农药投入强度为０２５克/美

元,远低于全球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 (表５).中国农业生产能源消耗强度与农业温室气体排

放强度分别为世界农业强国平均值的２８９０％与４８８６％、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值的８０９３％和３８６６％,在

农业可持续发展上领先于全球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国家,同时进一步表明现今世界农业强国在推动农业现

代化转型时,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存在高投入、高消耗特征.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不高、整体质量偏低,是

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东北黑土地 “变薄、变瘦、变硬”,黑土层近５０年每年下降２~１０
毫米,有机质含量较开垦初期下降超４０％;南方１４５％的耕地严重酸化,由此直接导致减产２０％.农业用

水效率与发达国家０７~０８的灌溉水有效利用水平还存在差距.

表５　中国与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国家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能力指标对比

国家
化肥投入强度/

(克/美元)
农药投入强度/

(克/美元)
农业能源消耗强度/
(１０６焦耳/美元)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千克/美元)

澳大利亚 ５８７８ １４４ １０８１ ２２３１５

加拿大 １１０４３ ２１３ ２４６２ ３６９８９

法国 ４７５１ １２０ １９１２ ２５５７２

德国 ３０１６ ０９８ ３７８２ ４７０８５

意大利 ２４５１ １２９ １５６９ ２９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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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家
化肥投入强度/

(克/美元)
农药投入强度/

(克/美元)
农业能源消耗强度/
(１０６焦耳/美元)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千克/美元)

荷兰 １４６８ ０６０ １９２７ ２８７９０

美国 ５２９９ １１９ ２９２３ ４１３０７

农业强国平均 ４３８７ １３６ ２２１９ ３２９０２

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 ５１０６ ０５８ ７９２ ４１５８２

中国 ４２３８ ０２５ ６４１ １６０７４

中国与农业强国比值 ０９７ ０５８ ０２９ ０４９

中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比值 ０８３ ０４３ ０８１ ０３９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２０２１年数据库.

5　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对策思路与实践路径

５１　对策思路

　　第一,坚持差异发展思维,科学分解农业强国建设任务.一是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地区农

业生产实际情况.中国资源禀赋、地形地貌、产业发展存在巨大的区域异质性,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必须兼顾

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与区域特色,构建农业强省、农业强市、农业强县差异化发展格局.二是农业强国建设

在不同发展阶段重点任务不尽相同.要坚持差异化思维,基于不同现代化阶段发展需要,针对不同细分领

域、建设主体提出不同的建设要求.
第二,坚持融合发展思维,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共享式发展.建设农业强国需要统筹农业农村农民,做到

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一方面,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

促进农民市民化转变.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促进农

民增收,让广大农民真正共享现代化红利.
第三,坚持改革发展思维,激发农业强国建设制度活力.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制度动

力源泉.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入,农业生产关系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而生产关

系的调整必须依靠改革驱动.通过把握农民与生产要素、农民与市场两对关系,不断通过改革调整农村土地

制度、农业生产经营制度以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

５２　实践路径

５２１　筑牢安全发展底线, 推动生产经营体系安全化、 先进化转变

第一,确保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一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面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加快促进粮食生产科技创新与新兴技术应用.推动农食系统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营养、安全高质量发

展标准体系.二是构建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加强政府农业宏观调控能力.强化农业生产、加

工、流通、储备、消费多方位多环节把控,着力减少产业中间环节损失.三是提高国际市场资源利用能力,
针对进口依赖度高的农业消费产品,多元化进口渠道;加强高端、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帮扶,提高国产农产

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第二,优化农业产业区域布局.一是增强区域产业协同.因地制宜发展区域功能化、特色化的农业产

业,做好做精农业 “土特产”,避免区域无效率竞争.构建农业发展区域联盟,推动农业数字信息、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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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互联共享.二是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围绕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力发展都市农业,聚焦食物供给、近郊

农旅观光、休闲康养等领域,培育产业增长新动力.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渠道,引导优质生产要素向农村

地区、农业产业流动,破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
第三,培育引领发展的产业主体.一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素质农民队伍,健全专项扶

持政策,以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发展重点,强化农民职业教育.二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把握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农民生产经营分化趋势,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以及服务形

式.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享受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增值

收益.

５２２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农业绿色生产、 绿色消费转型

第一,发展绿色低碳生态高效农业.一是提高生产要素投入质量,破解可持续发展要素约束.抓好耕地

质量提升行动,分区域、分耕种方式制定耕地地力提升重点任务.推动农业机械装备以旧换新、更新迭代,
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农业生产设施.二是加强农业污染预防治理措施,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生产经

营管理全过程,实现农业生产科学化、精细化,降低农业化肥、农业使用量.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构建

绿色生态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理念.
第二,加快生态价值转化体制机制建设.一是做好生态资源保护修复.加大土壤与水资源治理修复力

度,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改善人居环境,筑牢生态价值核算物质基础.二是构建生态价值核算定价机制,通

过不同维度、不同空间范围与地理环境,科学核算生态资源价值.
第三,倡导绿色消费理念.一是加强农业绿色消费宣传.倡导节能环保、低碳低排主题宣传,加快引导

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习惯.二是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转型,加快构建农业绿色发展价

格机制,促进农业生产资源节约和污染防治.三是完善补贴政策,对绿色农产品的生产、购买行为给予政策

补贴,完善绿色低碳产品消费场景.

５２３　加快实现农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构建高端自主的科技创新体系

第一,建立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应用体系.一是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育.以高校、农业科研院

所等为主体,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立人才培育与产业实践有效衔接机制.二是加强农业科技前沿领域

创新突破,引导创新资源向农业尖端科技创新聚集,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三是注重科技成果转化与推

广.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基层体系建设,提高农技推广人员队伍综合素质.创新科技推广渠道,将农业技术推

广与短视频、直播等互联网平台相结合,引导农户主动利用数字技术了解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模式和新

产品.
第二,确保农业科技创新自主可控.一是加强关键科技领域国产替代.聚焦生物育种、农机装备、合成

药物、耕地质量等领域,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融合互动.二是加强国际合作.科技自主可控并不意味着

闭门造车、独立研发,要加强国际产业技术交流合作,依托国内大消费市场、资本市场,吸纳国际农业科技

创新成果.
第三,构建创新友好的制度体系.一是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支持力度,通过建立良好的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引导主体间协作、要素高效流动.提高农业研发投入比例,引导企业和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创新过程,多

元化投入主体和投入渠道.二是建立健全科研人员评价管理机制,塑造 “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友好氛围.
赋予研发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优化创新

成果评价体系,对理论基础研究人才注重研究成果质量及社会影响力,对应用技术研究人才注重实用性、突

破性和市场评价,对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注重转化效益评价.

５２４　夯实农业强国建设保障体系, 构建灵活高效的要素市场

第一,厚植农业强国人才根基.一是加快培育 “三农”人才.围绕农业发展、乡村转型需要,以乡村人

才振兴全方位引进、培育、用好各类知农爱农人才,激发人才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创新活力.二是构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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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畅通人才跨区域流动渠道,消除就业市场歧视,促进人才城乡双向流动.
第二,优化城乡土地制度.一是深化农村 “三块地”土地制度改革,扩大土地入市范围,优化土地增值

收益分配制度,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二是优化土地全域利用规划.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强化政府

管理引导,统筹制定城乡土地使用方案,在保证绿色可持续发展前提下,最大化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利用资源.一是挖掘国内农业消费市场潜力.保持基本农产品消费,积极发展

农产品加工与服务业,加快培育农业新型消费,挖掘城市与乡村消费潜力.二是构建中国在国际农业市场话

语权.深入与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业技术创新、智慧化生产等领域协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共赢合作,深度参

与国际农业产业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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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AgriculturalPowerhouse:TheoreticalConnotation,

DevelopmentTrendandPracticePath
JIAJin　PENGHaohan　WANGOu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anagriculturalpowerhouseisaprerequisiteandfundamentalguaranteeforsoＧ
cialistmodernizedpowerhouseChinashouldbuildacomprehensiveagriculturalpowerhouse,whichnotonly
possessesstrong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butalsoleadstheworldinagriculturaldevelopmentAcceleraＧ
tingtheconstructionofagriculturalpowerhouseshouldprioritizeensuringfoodsecurityasthebottomＧline
task,enhancingagriculturalproductionefficiencyasthelogicalmainline,digitaltransformationinagriculture
forempowerment,greenandlowＧcarbondevelopmentasanintrinsicrequirement,ensuringhighＧqualityinteＧ
gration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asthekeyguarantee,andcultivatingamodernagriculturalindustrial
systemasthecoregoal Worldagriculturalpowerhouseshavethesimilardevelopmenttrends,decreaseinthe
shareofagriculturalindustrybutincreaseinthecapacityofindustrialchains,decreaseintheproportionofinＧ
putfactorsbutimprovementinproductionefficiency,weakeningofdirectagriculturalsupportbutincreasein
indirectsupport,stableshareofinnovationinvestmentbutoptimizationofthestructureCurrently,themain
challenges include pressure on food supply, weak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lack of highＧquality
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pabilities,andfactorconstraintsongreendevelopmentToadvancetheconstrucＧ
tionofagriculturalpowerhouseofhighquality,itisnecessarytoadheretotheprinciplesofdifferentiateddeＧ
velopmentthinking,integrateddevelopmentthinking,andreformthinkingChinashouldbuildasecureand
advancedproductionandoperationsystem,alowＧcarbonandenvironmentallyfriendlygreenagriculturalsysＧ
tem,ahighＧendandindependenttechnologicalinnovationsystem,aswellasaflexibleandefficientfactor
marketsystem
Keywords:AgriculturalPowerhouse;TheoreticalConnotation;DevelopmentTrend;PracticePath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卫晋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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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的

制度安排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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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因其在赔付效率、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被认为是传统农业保险产品

的有益补充甚至是替代.在实施天气指数保险的国家当中,印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本文

在简要梳理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 (RWBCIS)在其农业保险体系构建中的定位及其演进历

程的基础上,系统阐述其产品设计、运营体系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等具体措施和实施经验.研究发

现,印度将 RWBCIS定位为传统农作物产量险的有效补充,并结合地理位置、耕地分布及气候类型

下的适用性,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RWBCIS的有序实施得益于完备的保险基础数据、健全透明的信

息平台、精细化的产品设计和覆盖面广泛的气象网络的共同支撑;通过制定投保作物日历以及监督惩

罚机制明确权责分配,提高保险市场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印度实施 RWBCIS的政策思路及其在保险

运行机制设计上的具体安排,或为中国农业保险顶层制度设计以及产品创新提供值得借鉴的启示.
关键词:印度农业;农业保险;天气指数保险;风险管理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８００２

1　引言

农业及其相关部门的发展高度受制于气候条件.在全球气候灾害频繁的当下,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

产经营风险、增产保供的 “稳定器”,已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于实践[１Ｇ２].农业保险行业调研数据显示,２０２２
年全球农业保险市场规模约３２４７亿元,预计到２０２９年市场规模将接近４６８１亿元① .在农业保险市场规模

不断扩大的同时,农作物产量险等传统农业保险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赔偿烦琐和交易成本高等

问题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探索更为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形式,其中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作为一

种新兴的保险形式备受关注[３Ｇ５].天气指数保险的优势在于其是建立在与特定气象指标的关联性上的,不受

农作物实际产量或损失情况的影响,从而简化和加快了赔偿计算和赔付程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由

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行为发生的概率[６Ｇ９].在开展天气指数保险实践的国家中,印度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受地理位置、地形以及季风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印度气候特征多样,农业部门

对天气条件的敏感性和依赖性非常高.印度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早期版本的农作物天气指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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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WBCIS),并于２０１６年形成以农作物产量保险计划 (PradhanMantriFasalBimaYojana,PMFBY)[１０]

为主、以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 (RestructuredWeatherBasedCropInsuranceScheme,RWBCIS)[１１]为辅

的农业保险体系.RWBCIS作为现行农业保险计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提振雨养区农户和小

规模经营农户的投保需求,从而有效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提

高了政府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
现阶段中国正着手构建价格、补贴、保险 “三位一体”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政策体系,其中农业保险作

为一种不干扰农产品价格形成且更符合国际规则的市场化手段,受到格外的重视与期待[１２Ｇ１３].中国自２００７
年实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以来,在国家财政统筹支持下农业保险市场规模发展迅速.根据财政部数据,

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农业保险保费由５１８亿元攀升到１２１９亿元,年均增速达２５１７％;提供的风险保障也从

１１２６亿元增加到５４６万亿元,年均增幅为３１４０％.从统计数字上看,中国农业保险实践已取得长足发展,
但农业保险体系尚不完善[１４Ｇ１５],特别是可能作为传统农业保险有力补充的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尚处于小范围

的试点和摸索阶段.中国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开展天气指数类保险产品试点工作,但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
广泛存在产品设计不合理、需求不足等难题,急须调整优化[１６].鉴于中印两国在农业人口、耕地分布和气候

类型等资源禀赋方面具有诸多相似性,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在市场定位、产品设计和制度优化等方面的

发展经验和具体措施,或可为中国农业保险顶层制度设计以及产品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现有关于天气指数保险的研究多聚焦风险评估模型[１７]、市场机制分析[１８Ｇ２０]以及产品设计策略[２１Ｇ２２]等理论

分析,而印度作为天气指数保险实践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其实践经验也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具体如,谭

英平分析了印度和中国天气指数保险试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２３];马国华对比了日本、加拿大和印度三国的农

作物天气指数保险发展进程[２４];Vishnoi等从历史和评析的角度研究了印度RWBCIS的实施效果,并主张应

同时运作多个保险计划以应对气候风险[２５].总的来说,现有文献从分析中印天气指数保险实施异同、

RWBCIS发展进程及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对于印度

RWBCIS在其农作物保险体系中的定位,以及其具体的产品设计、运营体系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等具体措施和

实施经验尚且缺乏更为系统和详细的研究,同时对于RWBCIS的最新实施进展也把握不足.
基于此,本文在对印度农业保险体系构建以及 RWBCIS演进历程简要梳理的基础上,系统阐明现行

RWBCIS的产品赔付规定、运营体系以及监督约束机制安排等,并进一步提炼总结 RWBCIS实践过程中值

得中国借鉴的启示.

2　印度农业保险体系中天气指数保险的发展

印度位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以西南季风及季风雨为特征的气候使其农业生产极易受天气灾害影响,农

业的弱质性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印度很早就开始了农业保险计划的探索,在进行了多次有益的调整完善

之后,２０１６年正式推出以PMFBY为主、以RWBCIS为辅的现行农业保险体系.

２１　印度农业保险体系的构建与演进

作为受自然灾害影响极为频繁的农业生产大国,印度很早就开始了农业保险计划的尝试与探索.１９８５年

起,印度便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以受损面积为基础进行理赔的农作物综合保险计划 (CCIS).该计划运行至

１９９９年,之后被以区域产量保险①为基础进行理赔的国家农业保险计划 (NAIS)所取代.NAIS实施后,印

度还多次通过调整保险区划、精算保费、起赔点以及赔付方式等,优化 NAIS运行机制安排.历经多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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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域产量保险 (或称为区域产量指数保险)是以一定区域内的农作物平均产量水平为基础,在趋势产量预测的基础上,对各种可保风

险导致的低于设定的产量水平时进行赔付的保险.



地修改完善后,NAIS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分散农业风险和实现灾害补偿的作用,为印度脆弱的小农经济提

供了可靠的支持和保障.然而,由于印度小农户和边缘农户占比高达８５％,人均耕地面积不足２公顷,传统

基于产量的保险计划在实施推进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一些先天性不足.比如,存在赔付烦琐、交易成本居高

不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频发等问题[２６].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７年起印度政府创新性地将 WBCIS作为传统农

作物产量险的补充,正式投放印度农业保险市场.与传统农作物产量险不同的是,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以气

象条件指数作为赔付的触发机制,赔付时效性有极大的保证和提高,同时由于触发赔付的指数具有客观性,
被认为可以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然而,引入 WBCIS后印度农业保险体系在制度设计层面仍然面临以下几

点问题:一是保费和保额制定不合理[２７],二是理赔延迟导致农业保险的渗透率较低,三是基础土地和投保数

据不完善等[２８].
针对上述问题,印度政府再一次对 NAIS和 WBCIS进行了审查并调整了保费、保额以及保险赔付相关

规定,于２０１６年正式推出了以PMFBY为主、以RWBCIS为辅的现行农业保险体系.表１给出了印度现行

农业保险计划体系相对于 NAIS在运行机制安排上的主要差异.相较而言,PMFBY和 RWBCIS降低了保险

费率,重新根据农作物生产投入成本设置合理的保险金额,提高了政府保费补贴比例,并进一步规范了保费

补贴的发放方式.同时,现行农业保险体系更加注重应用新兴科技手段提升农业保险服务水平.一方面,通

过应用无人机和遥感技术改进作物实耕实测实验,提高产量测定的准确性和赔付及时性;另一方面,通过搭

建农作物保险网站平台发布土地确权信息和投保基础信息,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为农业保险监管和服务提

供基础性数据支撑.

表１　印度主要保险计划对比

分类 NAIS PMFBY RWBCIS

适用时期 １９９９—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６年至今

投保人资格 　所有农户 (包括自耕农户和承租农户) 　需提交土地证明文件、播种作物编号且要有实际的农业生产发生

风险覆盖 　笼统规定 “一切风险” 　播种、生长、收获期的所有风险 　与天气灾害相关的风险

覆盖农作物
　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园艺作物等经济

作物
同 NAIS

土地确权信息 　各邦自主上报 统一电子化土地确权数据

保险区划 　由各地区自主决定 　以村为单位 　根据地基气象站点划分

保险金额
　贷款农民为贷款金额,非贷款农民≤平

均产量的１５０％
根据作物生产成本确定或根据政府财政规模确定

保险费率 　约１０％
　春 耕 季 作 物 ≤２％,秋 耕 季 作 物

≤１５％,经济作物为５％
　春耕季作物≤３５％,秋耕季作物≤
２％,经济作物为５％

保费补贴 　１０％ (仅限于小农户) 雨养区为６０％,灌溉区为５０％

赔付触发值 　产量 　产量 　天气参数

保费发放方式 无规定 分批拨付

估算产量方法 传统作物实耕实测实验 使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划定区域的作物实耕实测实验

赔付时间 ６~１２个月 审核业务数据后的两周内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 «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指导性文件»以及 «农作物产量保险计划指导性文件»整理所得.

表４同.

注:印度将总灌溉面积超过５０％或以上的地区划分为灌溉区,低于５０％的划分为雨养区.

２２　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的探索与实践

在印度政府２００７年正式将早期版本的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引入农业保险体系之前,部分保险公司先行

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最早的是２００３年印度ICICILombard保险公司针对棉花和蓖麻的种植者推出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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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保险计划雏形的试点.随后,２００５年 AICI公司推出了设计相对完整的季节总降水量指数试点.然而,
由于该降水指数保险在参数设计上只考虑了耕种季节的总降水量触发值,而没有根据作物不同生长阶段加以

区分,导致降水量测度时间过长,降低了降水量指数的客观性.针对此前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设计上的弊端,

IFFCOＧTokyo综合保险公司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在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以及古吉拉特邦推出了加权降水保险

试点计划,该计划考虑了作物不同生长阶段对降水量的需求差异[２９].具体地,该计划是根据月份大致划分作

物生长阶段,对不同生长阶段降水量触发值进行加权,以期提高天气参数触发值的准确性.与此同时,为了

解决降水量测度时间段过长的问题,AICI公司还推出了多阶段天气指数,根据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划分测

度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对应的天气参数触发值都有所不同.
经过此前多方有益的实践探索,印度政府于２００７年在前期试点方案的基础上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

WBCIS.然而,当时的天气指数产品忽略了降水量对不同生长阶段的作物产量影响是具有连续性的问题,也

就是说,上一生长阶段降水过量或不足可能会影响作物下一阶段的正常需水量,因此不能将每个阶段的触发

数值单独设置.由此,参与 WBCIS 的印度农业保险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更新推出了多阶段和结转 (carryＧ
forward)降水指数.该指数在作物的两个生长阶段引入前提条件,即在特定阶段中,降水量超过该阶段触

发数值的２倍以上将直接进入下一阶段.除了根据降水量确定触发值,印度农业保险公司还构建了特定时期

内最大连续干旱天数①的指数,该指数的赔付金额是干旱天数的分段线性函数.在进行了以上的尝试和改进

之后,印度于２０１６年正式推出RWBCIS,并将其作为PMFBY的有效补充投入印度农业保险市场.
自印度开始实施天气指数保险试点以来,天气指数保险迅速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天气指数保险市

场,有效提升了农业保险在小规模农户中的覆盖率,并在２０１３年超过１４００万户,保费收入达到２３９３８亿

卢比.同时,自２０１６年现行农业保险体系实施以来,RWBCIS作为PMFBY的有益补充,二者发挥协同作

用,共同促进印度农业保险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二者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２０年印度总投保农户已超过

６０００万户,承保面积已超过４９００万公顷,总保费收入已超过３１６９９７亿卢比②.

3　印度 RWBCIS 的运行机制安排

RWBCIS是由印度政府推行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农业保险,旨在为面临不可控天气风险的农民群体提供更广

泛的农业保险选择.印度政府不仅积极参与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的制度设计,还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给予

财政支持.在正式推行该农业保险计划之前,印度政府已花费数年时间开展土地基础信息数据化、作物实耕实

测实验 (CropCuttingExperiments)以及利用历史气象数据模拟确定触发标准等前期准备,并尝试推进农作物天气

指数保险小范围试点以及调整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总体而言,印度政府对RWBCIS的运行机制做了相对完善明

确的安排,并充分考虑了印度气候特点、数据可获得性、赔付及时性以及如何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

３１　关于投保人的规定

３１１　投保人资格

理论上所有在政府公告区域内③种植规定农作物的农户 (包括自耕农户和承租农户)都有参与 RWBCIS
的资格.但还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农户要提交必要的土地证明文件,包括土地权利记录 (RoR)、土

地所有权证明文件 (LPC)以及一些与土地流转相关的合同协议等.②农户要确保在投保季节具有可保收

益,要提交已播种或计划播种作物编号.提交土地证明文件及播种或计划播种证明材料,一方面,可确保实

际的农业生产发生,证实农民投保的真实性,有助于遏制虚假承保等道德风险行为出现;另一方面,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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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干旱日是总降水量低于阈值 (２５毫米)的一天.
依据２０２０年的汇率换算,３１６９９７亿卢比相当于２８２０６亿元人民币.
此区域是指印度政府在每年作物季节开始之前通过作物实耕实测实验所确定的作物种植区域范围.



帮助政府合理指导农户选择合适的保险计划.

３１２　关于向贷款农户捆绑销售的规定

印度政府规定,申请农作物贷款或使用 Kisan信用卡借贷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自动被列入申请加入

RWBCIS,也就是说,印度政府采用的是贷款＋保险捆绑销售经营模式.若贷款农户拒绝加入该计划,则其

需要在当季作物保险农民申报登记截止日期至少７天前,向贷款银行提交声明,以退出计划;若没有提交声

明,则自动默认加入该计划.通过捆绑申请农作物贷款的农户加入RWBCIS,不仅可以帮助农户分担农业生

产风险,也可以帮助贷款金融机构降低出现恶劣气候导致农民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的风险.

３２　关于投保季节的规定

印度以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季风气候将农业生产分为两季———春耕季 (４—１０月)和秋耕季 (１０月至次

年３月),在印度也称为 Kharif季和Rabi季.秋耕季以干旱、洪灾以及热害为主,而春耕季以高温和霜冻等

灾害为主.

RWBCIS根据作物季节的不同,保险赔付的种类和规定也各有差异.秋耕季主要是针对降水过量及不足

的天气指数保险;相应地,春耕季是针对低温、高温以及霜冻等其他灾害的天气指数保险.这样的季节性安

排有助于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和农作物生长阶段的需求,针对性地设计保险赔付规定,提高保险产品的

适用性和有效性.

３３　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

３３１　气象风险的覆盖范围

天气指数保险以天气参数作为赔付触发值的衡量标准,被覆盖的气象风险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可以由

可测量天气参数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引起,二是不利天气事件下造成的损失可以被量化测度,三是需证明这些

风险与可量化的作物产量损失有关.
具体地,秋耕季的天气灾害主要是与降水量相关的,包括降水量不足、降水量过剩、非季节性降水、雨

天以及干旱;春耕季的天气灾害主要与温度相关,同时也包括湿度、风速以及冰雹.

３３２　农作物的覆盖范围

印度的RWBCIS覆盖的农作物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对印度经济和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物,二是极

易受气象因素 (尤其是旱涝灾害)影响的高风险作物,三是在可获得气象数据区域内种植的作物.
被覆盖的农作物具体包括粮食作物 (谷物、小米和豆类)、油籽以及园艺等经济作物.同样,根据作物季节

的划分,该保险计划覆盖的作物也有所不同:在秋耕季,天气指数保险覆盖水稻、高粱、珍珠小米、花生、大

豆、向日葵、棉花等作物;在春耕季,天气指数保险主要覆盖小麦、芥末、鹰嘴豆、土豆、孜然、香菜等作物.

３４　保险金额、费率、补贴及赔付的规定

３４１　关于保险金额和费率的规定

单个农户的投保金额等于单位保险金额和农作物播种面积的乘积.由于作物各个生长阶段所需要的投入

成本不尽相同,单位保险金额主要根据农作物大致估算各个生长阶段投入生产成本的累计确定.同时,由于

政府会提供保费补贴,所以在确定单位保险金额时也会酌情考虑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具体地,如小麦保险

金额的确定就是先将其生长阶段大致划分为出苗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开花期—灌浆期以及成熟期

四个阶段,再根据不同生长阶段当期投入的成本确定相应的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基于不同作物季节和作物种

类有所区别 (表２),费率取决于政府规定费率和精算费率①二者之中的较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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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精算费率是指根据精算分析和数学建模技术,通过对风险和损失的评估、数据分析和概率模型的运用,确定的保险产品的合理定价.



表２　印度天气指数保险计划保费规定

编号 作物 农民缴纳保费的最高限制

秋耕季

１ 小麦 １５％或精算费率,取低值

２ 其他作物 (包括谷类、小米、豆类和油料作物) ２０％或精算费率,取低值

春耕季

１ 油籽 ３５％或精算费率,取低值

２ 其他作物 (包括谷类、小米、豆类) ２５％或精算费率,取低值

春耕季 & 秋耕季

１ 一年/多年期园艺等经济作物 ５％或精算费率,取低值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 «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指导性文件»整理所得.表３同.

３４２　关于保费补贴的规定

众多实行农业保险计划的国家,通常采取直接的保费补贴或是间接的政策倾斜等方式对农业保险参与者

进行补助,以期达到激励农户投保的目的,从而实现农业保险风险分担的作用.同样,印度政府对所有登记

参与RWBCIS的农民提供保费补贴.具体地,印度根据土地灌溉面积的差异将土地分为雨养区和灌溉区,并

对雨养区和灌溉区的补贴分别设立不超过保费的２５％和３０％的中央政府补贴上限.此外,印度政府规定,
保费补贴采用共同分担模式,除印度东北地区之外①,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各自承担５０％的补贴比例,而印

度东北地区则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承担９０％和１０％的保费补贴,也就是说印度邦政府需要按照中央政府补

贴相应地给予保费补贴配套.一般而言,印度两级政府提供的保费补贴占农业保费的比例可达到６０％,而投

保农户需要承担的比例是４０％.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印度中央政府鼓励邦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和财力状

况,对投保农户增加额外补贴,不过这部分额外补贴需由邦政府单独承担,中央政府不再分担保费补贴.

图１　印度 RWBCIS保费补贴制度安排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农业保险系列文件整理所得.

印度政府保费补贴发放采用分期划拨模式

(图１).在农民投保之前进行第一次划拨;审

核农业保险投保业务基础信息后,进行第二次

划拨;在审批农业保险业务财务数据后,进行

最后一次补贴划拨.这种划拨模式体现了印度

政府对保险公司的前期激励和中后期监督的综

合考量.具体地,为了激励并保证保险公司在

农户受到自然灾害时,能够快速及时发放赔付

款项,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可以在农户投保

前依据前一季各自补贴份额的５０％~８０％②划

拨第一次保费补贴.农户完成投保后,保险公

司可向政府申请第二批保费补贴发放,各级政

府将对农业保险投保业务基础信息进行核定,
确认无误后发放第二批政府保费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农业保险实施过程由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国家作物保险综合服务网站 (NCIP)
提供支持,面向农户、保险公司以及政府三方开放,数据透明共享.通过数字化平台的构建,直接打通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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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印度东北地区的作物极易受西南季风影响,对旱涝灾害异常敏感,且常发生动乱.
由于印度政府第一次保费补贴的划拨是在农户投保之前,政府需要承担的整体保费补贴金额是不确定的,所以第一次保费划拨是按照

前一季补贴金额的相应比例确定的.



户和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和邦政府、邦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桥梁.保费补贴将严格通过 NCIP的管理

信息系统 (MIS)和关联公共财政管理系统 (PFMS)进行发放,农户可以使用该网站查询详细的投保情况,
包括保额和各级政府承担的保费份额.相应地,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在该网站上完成审批和对账后,才会向保

险公司发放最后一期保费补贴.这种保费补贴分批发放的方式,使得政府对于保险工作的监督贯穿于保险计

划运行的全流程当中,便于及时发现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提高理赔效率.此外,在农户投保前划拨第一批保

险补贴的方式也可以缓解保险公司运营资金压力,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３４３　关于保险赔付的规定

印度RWBCIS赔付根据作物季节的不同有所差异.保险公司通常采用打包出售的方式销售保单,根据印

度NCIP网站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保单示例,秋耕季的保单将降水过量和降水不足指数打包出售.简单地说,
在秋耕季购买了该保险的农户,其所在区域遭遇旱涝等极端天气灾害且气象指标达到规定的天气参数触发值

时,均可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其中,降水过量指数保险的衡量方式比较单一,赔付标准仅与降水量相关;
而降水不足指数的赔付标准有两种,分别是降水量和连续干旱天数,只要天气状况满足两种触发条件中的任

意一种情况,均可触发赔付.下文将以秋耕季天气指数保险为例对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赔付的规定展开

说明.
第一,关于气象指标数据获取的规定.天气指数保险的赔付过程所涉及的气象指标数据主要包括降水

量、温度和湿度等,该数据来源于风险区域的地基气象站点①.地基气象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通常被认为是

有效实施天气指数保险的关键.因此,印度政府相关技术部门也对RWBCIS的气象指标数据获取做了严格的

规定.根据 “区域方法”的概念并结合印度实际耕地分布情况和天气状况,农民耕地被划分为不同的单位风

险区域.每个风险区域对应关联一个固定的地基气象站点,用于记录统计并提供仅该区域赔付的天气参数数

据,构建出天气指数保险赔付的气象网络.据统计,与印度 RWBCIS相关的地基气象站点已超过５０００个,
覆盖范围广泛,基本可以满足主要耕地的天气指数保险的气象数据要求.

此外,印度政府也对于地基气象站点未充分覆盖地区气象数据的获取做了特殊规定.对于部分位置较为

偏僻且分散的耕地,气象数据获取难度高.政府规定允许配合使用虚拟气象站②来获取数据.虚拟气象站将

结合当地地理和气候特征,使用印度气象部门、邦政府的地基气象站以及卫星观测的数据进行技术综合分

析,生成模拟的气象数据.这些模拟数据在特定情况下将被允许代替真实的气象数据用于印度RWBCIS的赔

付计算.虽然使用虚拟气象站可以扩大RWBCIS的覆盖范围,为那些无法获取地基气象站数据的地区提供保

险赔付所需要的天气参数,但与地基气象站的数据相比,虚拟气象站的模拟数据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

此,政府要求使用模拟数据前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和验证,以此来提高数据可靠性和适用性.
第二,关于触发条件的规定.天气指数保险通常设置一个或者几个气象要素作为触发条件.当实际气象

指标达到触发标准后,无论投保农户是否受灾,保险公司都将根据相应的赔付标准向其赔付.这里以秋耕季

天气指数保险为例对印度天气指数保险触发标准的规定展开说明.秋耕季天气指数保险同时涵盖降水过量和

降水不足两类指数保险.考虑到两者的基本的运行原理大致相同,下文将以降水不足指数保险的触发标准为

例详细介绍赔付规定.
具体地,一是邦政府相关部门会结合作物的生长周期、历史数据以及当地的土壤类型来划分各作物的关

键生长阶段,通常生长周期是与该作物农学范畴所定义的作物生长阶段相一致的;二是在对该作物种植区域

的气候条件以及该作物各生长阶段所需降水量范围进行评估之后,具体制定各生长阶段降水量的阶段线性赔

付触发值;三是根据地基气象站的气象指标观测值对应到触发值的不同区间,再依据赔付公式计算最终的赔

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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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地基气象站点指的是地基观测设备设置在近地面用于观测近地面气象环境的观测站点.地基观测手段包括大气本底、基准、基本自动

气象站、酸雨观测站、海上浮漂气象观测站、太阳辐射观测站等.
虚拟气象站是指基于模型和数据分析技术生成的气象站数据,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地基气象站.



例如,农作物通常的三个关键生长阶段是播种阶段、开花阶段、成熟阶段.表３给出了作物关键生长阶

段、相应的作物日历、天气触发值以及相应的赔付值.这里天气触发值１是指达到触发条件的最高降水量,
即实际降水气象指标低于该值时就开始赔付;退出值是指给出保险金额全额赔付的最高降水量;天气触发值

２是指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第二层次的赔付条件.赔付值１是当降水量达到触发值１但高于触发值２时对应

的赔付金额;赔付值２对应的是降水量低于触发值２但尚高于退出值的赔付金额;最高赔付对应的是降水量

低于退出值时的赔付金额.

表３　降水不足指数赔付规定

作物生长

阶段
作物日历

触发值１/
毫米

触发值２/
毫米

退出值/
毫米

赔付值１/
(卢比/公顷)

赔付值２/
(卢比/公顷)

最高赔付/
(卢比/公顷)

播种阶段 ７月１５日—８月３１日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８０ ６５００
开花阶段 ９月１日—９月３０日 ４７５ ２７０ ２５ ２４ ４０ １４７００
成熟阶段 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 ２００ ９５ １０ ７０ １１２ １６８００

　　注:这里的触发值和赔付值仅是示例,真实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作物种类和天气状况的不同有所改变.

由此,当某保险作物所在区域出现降水不足甚至连续干旱等极端天气灾害的情况时,先判断某一时间段

内的平均降水量数值是否低于触发值１,若低于则进一步明确该数值所在的触发区间范围.最后,根据该降

水量数值所落入的具体的触发区间范围代入式 (１)至式 (４)分阶段计算赔付金额.公式表示为:

Y＝

m( １－x)×n１　　　　　　　　　　　m２ ＜x ≤m１

m１－m２( ) ×n１＋ m２－x( ) ×n２ m３ ＜x ≤m２

n３ x ≤m３

ì

î

í

ï
ï

ïï

(１)
(２)
(３)

Yt＝Y×h (４)

Y 表示单位赔付金额,x 表示降水量观测值,m１ 、m２ 、m３ 分别表示触发值１、触发值２及退出值,n１ 、

n２ 、n３ 分别表示赔付值１、赔付值２及最高赔付值,h 表示投保面积,Yt 表示总赔付金额.
举例来看,若某作物的投保面积为２公顷,播种阶段的降水量观察值是１２０毫米,低于最高触发值２００

毫米,落入触发值２和退出值之间的区间范围.单位赔付金额代入式 (２)和式 (４)进行计算:
单位赔付金额＝ (２００－１５０)×５０＋ (１５０－１２０)×８０＝４９００ (卢比)
总赔付金额＝４９００×２＝９８００ (卢比)
降水过量指数的赔付计算方式与降水不足指数类似,不同之处主要在观察值的时间范围,降水过量指数

只要任意两天的累计值达到触发值即可,而降水不足指数的观察值是一段时间 (３０~５０天)的降水量累计

值.同时,以连续干旱天数为触发值的干旱指数保险 (CDD)在计算原理上也与以降水量为触发值的指数保

险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该指数保险以干旱天数①作为触发值,其余计算与上述降水不足指数的方法大致

相同.
印度天气指数保险结合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和阶段以及气象风险和季节差异,设计的天气参数分阶段线性

触发机制,既可以更准确地衡量天气风险、分散风险,也可以增强保险产品理赔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

３５　经营管理制度安排

３５１　运营体系

印度RWBCIS的运营体系如图２所示.保险公司是该计划的核心实施主体.一般来说,农业保险的实施

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保险公司直接运营模式,另一类是以日本为代表由共

济组织或机构代理政府参与管理和运营.印度农业保险运营模式与中国、美国模式较为类似,其保险公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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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指导性文件,干旱天定义为降雨量小于２５毫米的一天.



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主体.印度共有６家保险公司参与天气指数保险计划,除了 AICI公司是国有保险公司

之外,其余５家都是私营商业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职责贯穿于农业保险业务的多个环节,主要包括宣传、
承保、理赔、再保险、公示等过程.除此之外,为了继续扩大农业保险计划的覆盖面,保险公司还需要承担

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如建立涵盖作物产量、气象数据库等农业保险共享数据库的职责.

图２　印度 RWBCIS运营体系

注:笔者根据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资料整理得到.

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下属农业保险及信贷风险管理部门主要起到指导支持和规范监督的作用.中央

政府的农业保险及信贷风险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制定和监督农业保险计划的实施.具体包括,发放中央政

府财政补贴;根据作物日历开展CCE实验,并将实验数据上传以实现索赔的自动计算;协调印度气象部

门及时向保险公司提供天气数据;建立国家层面的监督委员会以确保邦政府按时提供保费补贴;考评各保

险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并形成相应的惩罚机制.邦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则主要包括及时向保险公司发放补

贴,直接指导和监督保险公司的行为,向农户宣传农业保险产品以及普及保险对于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

性等.
在印度农业保险运营过程中,直接参与保险产品销售的是与农业保险业务相关的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

涉农金融机构与印度保险公司是代理与委托的关系.印度每个邦的地方性银行利用其布局在县、区、乡、村

等各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庞大精确的网络渠道,代表 AICI公司销售作物保险,而一些私营地方小型金融机构

和合作社则会代理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总的来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提供

农业保险业务承保的销售渠道,并按照国家作物保险网站中农民的详细信息为每个投保人创建数字凭证,最

后通过支付渠道,严格按照作物日历的时间表向受灾农民支付赔偿金等.
如上所述,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运营体系中,保险公司、中央政府、邦政府、涉农金融机构各司其

职,协同合作.这种多方参与的机制有助于分散风险,可提高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多方合

作下的监督机制也可以有效平衡各方利益,提升农业保险的运营效率和公平性.

３５２　监督约束规定

第一,保险流程时间约束机制.印度农业保险及信贷风险管理部门会在每年作物季节开始之前,结合历

史农作物种植经验、耕地区域天气状况、实耕实测实验数据以及往年投保流程,协商编制主要作物日历,以

期规范保险操作流程.在制定过程中,农业保险及信贷风险管理相关技术部门除了要考虑普遍的农业气候条

件、降水分布、耕地灌溉用水条件、适合的播种方式以及作物品种之外,还会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给出约

束规定,使其能尽可能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作物日历也会在印度国家作物保险网站上予以

公布.
如表４所示,作物日历详细规定了实施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的一系列流程、各流程对应的时间节点

和相关实施主体机构.从内容上来看,作物日历主要包括起草投标文件的时间、农民投保登记的开始和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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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各级政府分期发放保费补贴的强制性规定、作物实耕实测实验 (CCE)的操作流程和时间节点等.其

中,每种通知作物①的投保登记截止日期应以各地区以往的作物日历为依据,通常情况下是春耕季 (Kharif)
作物不得超过７月１５日,秋耕季 (Rabi)作物不得超过１２月１５日.通过制定投保作物日历,一方面,明确

了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推进过程中各实施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也对关键流程的时间节点做出

了约束和规定.通过上述方式,可以有效避免保险参与主体在实施过程中互相推诿责任,延长各阶段的时

间,从而挤压农户的保险赔付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保险赔付的时效性.

表４　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关键流程

编号 关键操作流程 春耕季 (Kharif) 秋耕季 (Rabi) 参与主体机构

１ 实耕实测实验 上年９月１５日 当年３月１５日 各级政府、保险公司

２
发布通知作物、区域、
保费保额等投保文件

上年１１月５日 当年６月１日 各级政府

３ 发放第一批保费补贴 当年３月１５日 当年９月１５日 各级政府

４ 投保登记 当年４月１日 当年１０月１日 所有参与主体

５ 生成投保基础数据 当年７月３１日 当年１２月３１日 保险公司

６ 发放第二批保费补贴 审批业务数据后并收到保险公司申请的１５天内 各级政府、保险公司

７ 赔付时间 自审核或自动批准赔付后的两周内 保险公司

８ 发放最后一期保费补贴 在网站上完成审批和对账后 各级政府

第二,监督惩罚机制.为了保险操作流程得以严格执行,提高保险赔付的时效性,印度中央政府对保险

操作流程的关键时间节点做出了相应的监督性约束规定.如果任何邦政府延长了相应操作流程的截止日期,
中央政府就不会为相关地区提供中央份额的保费补贴.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了推迟保险各阶段流程的情况,
有关州政府就必须独立承担保费补贴责任以及延长期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如果由于邦政府超过３０天才将相

关数据提交给保险公司,而导致保险公司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农户支付保险赔付,则邦政府应支付１２％的

惩罚性利息.
除了通过罚款的方式监督相关机构按时推进理赔程序,印度政府采用保费补贴分期拨付的模式,也能够

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因为政府的保费补贴是分三期拨付的,除第一批是在投保之前拨付外,第二批和第三

批分别是在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统计数据进行最终核定以及在 NCIP网站完成审批和对账之后才进行拨

付的.通过这种监督惩罚机制安排,一方面,可以督促保险公司及时进行理赔,保证了赔付的时效性;另一

方面,极大地降低了各实施主体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第三,自动审批理赔机制.印度政府对于投保的各个流程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某

些关键流程,则会进入自动审批程序.特别是针对理赔所要求的数据和前期准备,一旦出现由于某实施主体

延缓理赔进程,自动审批理赔机制可以有效地保证理赔的及时性.«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指导性文件»②

关于此部分的规定直接写明参考PMFBY的具体实施细则.根据PMFBY的自动审批理赔机制,如果邦政府

在某一特定作物收割完成后的一个月,未向农业委员会提交产量数据,则保险公司将会使用技术合成产量数

据计算赔付金额,并随后向符合条件的农民支付该款项.在天气指数保险中保险公司需要政府提供的数据包

括气象数据以及前期作物实耕实测的数据等.如果提交的作物实耕实测数据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得批准,则该

数据将自动被批准并直接用于索赔的计算.

—８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4郾08（总 544）

①

②

这里的通知作物指的是在作物实耕实测实验 (CCE)后,政府和农业相关技术部门根据实验的结果,发出公告建议农民在某区域种植

的作物.
详细的指导性文件参见https://agricoopnicin/en.



4　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制度设计的政策启示

天气指数保险凭借其在赔付效率、交易成本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印度取得长足发展,并已成为印度农业

风险管理体系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在宏观政策的布局上,RWBCIS作为一项创新型农业保险计划,与印度

PMFBY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更为完善且灵活的农业保险体系,从而有效提高了农业保险的普及率,并为

农业生产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风险保障.在微观的运行机制设计上,印度RWBCIS通过保险赔付分段线性触发

机制以及通过作物日历约束承保、投保主体行为等监督惩罚机制,在保证了投保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规

避了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常见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违规行为的发生.
近年来,中国农业保险体系机制日益完善,但天气指数保险仍处于小范围试点摸索阶段,对于天气指数

保险产品的政策规定和制度设计也不够完善,还存在以下有待优化之处:一是如何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和作

物种类合理定位天气指数保险,使其与完全成本保险、收入保险以及大灾保险等其他保险协调运用;二是目

前中国天气指数保险运行机制安排较为粗糙,需要引入更为精细且因地制宜的保险赔付、保费补贴以及经营

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设计思路;三是天气指数保险需要完善透明的数据基础以及权责明确的实施监管机构,而

中国相应的配套监管措施及数据信息平台仍不够完善.印度在已有农业保险体系中实施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

计划的政策思路和具体措施,或能为中国在农业保险的顶层制度设计以及产品创新方面,提供以下几个方面

的参考.
第一,合理定位天气指数保险,协同传统农业保险共同发展.印度政府因地制宜将天气指数保险定位为

传统农作物产量险的有效补充,形成以农作物产量保险计划为主、以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为辅的政策性

农业保险体系.二者结合不同地理位置、耕地分布以及气候类型下各自的适用性,发挥协同效应,为印度不

同地区的农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农业保险计划选择,有效提振了农户投保需求.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以气

象指标而不是农作物实际损失计算赔偿,具有提高赔付效率、降低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等优势,但

同时该类保险也有着严苛的适用条件和不可回避的基差风险问题.总体来说,天气指数保险适用于耕地

“小、碎、散”且气候灾害频繁发生的农村地区的农民投保,同时还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该区域气象参数

及损失都可量化获取;二是气象灾害和作物损失具有相关性.也正因此,印度部分雨养区产量数据难以衡量

获取,该地区小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投保天气农作物指数保险计划.目前,中国的天气指数保险仍处在小范围

试点阶段,如何结合常见作物以及不同区域的气候风险类型合理布局天气指数保险仍处于摸索阶段.从印度

对于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定位和实践来看,后续中国需全面考虑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优劣势,综合考虑不同

地区的气候、灌溉耕地条件以及地基气象站的分布,合理选择适宜天气指数保险的地区加以推广应用,作为

其他保险类型的有益补充.
第二,优化体系顶层制度设计,完善保险相关配套措施安排.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的有序实

施,是由完备的保险基础数据、健全透明的信息平台、精细化的产品设计和覆盖面广泛的气象网络共同支撑

的.印度大多数邦都实现了土地记录的数字化以及投保基础信息的电子化,而且还建立了国家作物保险综合

服务网站面向农业保险主体全面透明共享相关数据.此外,印度的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设计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持续地创新与尝试.比如,最初的天气指数保险仅以耕种季节气象总指标设置单

一的理赔触发值,而当前产品赔付标准综合考虑了地区气候特点以及不同种类作物的生长特性和生长阶段,
设置了天气参数分阶段线性触发机制.这既提高了赔付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也能部分降低基差风险的负面影

响.目前中国天气指数保险的顶层制度设计和配套设施都不够完善,不仅在产品设计方面存在 “一刀切”
“保本而非保损”等问题,也没有相应的大数据平台以及完备的气象系统予以支持.在产品设计上,大部分

试点采用线性函数来计算理赔金额,粗糙的计算方式使得理赔不够合理;在配套设施方面,农业生产及气象

数据在各有关部门间并未建立完善的大数据共享平台,一定程度上导致天气指数保险的实施效率低下.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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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天气指数保险的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中国或许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结合不同试点地区的气候情况以及

不同保障作物的生长阶段的特性,探索出因地制宜的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同时,由于指数保险产品需要数量

庞大且准确的气象观测数据.政府要持续推进和完善各地区气象系统的建立,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大力发展

各地气象站点的建设及气象数据的收集处理.
第三,明确权责完备监督惩罚机制,推进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保险运

行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普遍存在且相对严重的,完备的监督惩罚机制是印度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

计划有序开展的重要前提.为保证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的顺利实施,印度政府每年作物季节开始之前都

会开展作物实耕实测实验,这些实验数据被用来指导农户在合适的种植区域选择适宜的种植作物.此外,印

度政府结合各地区气候条件、CCE实验结果以及作物历史种植数据和经验编制作物日历,该日历明确规定保

险计划运行各关键流程中投保、承保主体以及政府的具体任务和重要时间节点.同时,设立监督惩罚机制,
对未按照该日历实施保险计划各环节的主体进行监督和约束.这样的机制安排不仅明确了政府、保险公司和

农户三方主体的职责划分,而且有助于提高保险市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与之相对,中国尚未形成权责明

确的运营规范及良性有效的监管措施,对于保险投保各环节的约束更多地停留在 “一纸协议”,监督保障机

制还有待完善改进.今后中国在推进天气指数保险发展以及整个农业保险体系发展的进程中,可以考虑借鉴

印度经验,用合理的运行制度和实质性的惩罚机制确保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三方主体行为规范,推动农业

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为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提供更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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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ndPolicyImplicationsofIndia’s
RestructuredWeatherBasedCropInsuranceScheme

WANGXuejun　YANXiaoxi
Abstract:Duetoitsadvantagesinpayoutefficiencyandtransactioncosts,weatherindexinsuranceisconsideＧ
redabeneficialsupplementorevenanalternativetotraditionalagriculturalinsuranceproductsAmongthe
countriesimplementingpracticesofweatherindexinsurance,IndiastandsoutasoneofthemostrepresentaＧ
tiveThispaper,basedonabriefoverviewofthepositioningandevolutionaryprocessofIndia’sRestructured
WeatherBasedCropInsuranceScheme (RWBCIS)withinitsagriculturalinsurancesystem,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onitsproductdesign,operationalsystems,andsupervisoryconstraintsResearchfindingsindicate
thatIndiapositionsRWBCISasaneffectivesupplementtotraditionalyieldinsurance,leveragingsynergies
basedongeographicallocation,landdistribution,andapplicableclimatetypesTheorderlyimplementationof
RWBCISbenefitsfromcomprehensiveinsurancebasedata,asoundandtransparentinformationplatform,

preciseproductdesign,andextensivecoverageofmeteorologicalnetworksByestablishinginsuredcropcalenＧ
darsandclearresponsibilitiesthroughsupervisorypenalties,RWBCISenhancesmarketstabilityandsustainＧ
abilityThepolicyframeworkandspecificarrangementsofRWBCISimplementationinIndiamayoffervaluaＧ
bleinsightsforChina’stopＧlevelagriculturalinsurancesystemdesignandproductinnovation
Keywords:IndianAgriculture;AgriculturalInsurance;WeatherIndexInsurance;Risk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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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农村问题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短板,社区支持农业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生态低碳农业,从而建设农业强国的有效途径.社区支持农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中国具备

了一定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现实适用性.但由于起步较晚,全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呈现出相关法

律法规不完善、农场经营者的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不足、广大消费者对社区支持农业的认知有待

进一步增强的困境.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在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剖

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社区支持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政府应在社区支

持农业发展方面扮演好指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农场经营者也应不断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同时还

应不断加深广大消费者对社区支持农业的认知与理解.
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农业强国;生态低碳农业;国际经验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８００３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对全国的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要求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２０２２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

讲话,指出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就包括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具体来讲要 “积
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坚持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

底盘”[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新型化、经营市场化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主要包括

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当下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尚处于

初级阶段,面临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成本刚性化和风险显性化加剧的困境[２].一方面,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都依赖土地流转,土地租金成为经营者不得不面对的刚性开支,土地租金的上涨和金融贷款困难导致

其经营成本压力较大;另一方面,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也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

营风险增加.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CSA)最初在国外诞生和发展起来,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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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被引进到国内,社区支持农业以家庭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创新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

式,开拓了农业生产和销售渠道,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粗放型的农业生

产方式使得农业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面临较为严峻的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威胁.而社区支持农业以生

产过程的生态化为主要特征,不使用农药、化肥,坚持有机生产,其本身就是生态低碳农业的一种发展形

态.同时,发展生态低碳农业也有助于增进人民对绿色生活方式的认知,引导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参与到

社区支持农业当中,从而促进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支持农业在积极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助力农业强国实现的有效

途径.
社区支持农业最早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瑞士,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在实践演化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社区支持

农业指向的是由个人组成社区性团体,这一团体允诺支持农场的运行,从而使该农场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达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合作形式,双方共担农业风险,共享农产品收益[３].总的来说,社区支持农业遵循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则.一是绿色健康生产,即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态环境的农业生产.农户或者说生产者要保

证其农业生产经营的生态安全性,保证不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药物.二是信守承诺,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签

订协议,双方约定在一段时间内提供对方所需.消费者承诺在农场的整个种植季都给予经营者支持,并在种

植季初期预付相关费用.在整个种植过程中,消费者与生产者共享农产品收益,共担生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风险,如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等.三是本地化,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农产品在本地生产、本地消

费,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不需要中间商的当地食品经济[４].
目前,学界对社区支持农业给予广泛的关注,如石嫣等以北京 “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例分析了社区支持

农业的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之间的关系[５].杨波基于对郑州市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城

市居民加入社区支持农业的动机与影响因素,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比分析了中国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

的特征[６].陈卫平以四川省安龙村为例分析了社区支持农业之下生产者建立消费者食品信任的具体途径,主

要包括开放的生产方式、与消费者的频繁互动、健康的食品供应等[７].也有部分学者分析了国外社区支持农

业发展的相关经验,如贾磊等结合提携运动 (TeikeiMovement)分析了社区支持农业在日本发展的历史,
并研究了北海道 “MennoVillage”农场的案例[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中国特色”[１].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和法国作为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国外案例,美国、日本和法国发展

社区支持农业较早,且形成了具有其本国特色的实践模式.中国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美

国、日本和法国的典型案例对于促进中国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旨在分析美国、日

本和法国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特色模式与成功经验并进行跨国别的比较分析,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支持

农业发展路径,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2　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

２１　美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CSA模式

　　为应对生态环境危机、食品安全问题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CSA
模式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在美国应运而生.１９８６年,美国最早的两家 CSA 农场———IndianLine农场和

TempleＧWilton农场分别在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创立,它们构建了 “社区农场”的模式[２].随后,

CSA农场开始逐步从美国东部各州向西部地区扩展.统计数据显示,到２０１７年,美国超过２６％的CSA农场

已运营１０年以上,全美CSA农场经营者及主要工作人员一般接受过良好教育与农业专业化学习[９].截至

２０２０年,美国CSA农场数量更是稳步增加到７０００多家,规模日益壮大[１０].在美国CSA农场中,就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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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邻近消费的距离范围是交互行动的社区空间,农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相承诺是实现信任支持的链接纽

带,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是助推农场运作的核心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 CSA
模式的实质可以被概括为 “食物生产者＋食物消费者＋每年的互相承诺＝社区支持农业和无限的契机”[１１].

就其作用而言,CSA模式不仅仅是一种试图替代美国传统的以大农场为核心的高度商品化、以农药及转基因

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现代化的生态农业转型方案,其同样具有助推社区发展、传播生态理念等重要的社会

功能与价值导向作用.
在运作模式方面,美国CSA农场的理念及体系历经了多次演变和调整.创设之初,美国第一家CSA 农

场———IndianLine农场的创始人罗宾范恩 (RobynVanEn)曾对CSA 模式做过理想化的图景描绘并付

诸实践:社区支持农业是能够实现平稳运行的生物动力农场,其中消费者通过季节性预付来共担种植风险与

运营成本,同时自愿担任农场志愿者,参与农场管理及农耕工作.生产者则专注于农业生产,承诺及时给消

费者提供营养、新鲜、美味的农产品,以此形成具有创造性、生态性并睦邻友好的社区空间.经过近四十年

的发展更迭,现今美国CSA农场与早期理想化模式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会员参与度降低、风险共担

减少、核心小组消失是当下的普遍情况.在此背景下,美国 CSA 农场发展成了四种主要的运营形式:其一

是会员制,由消费者或生产者驱动,主要以单一农场为载体,日常生活类蔬菜是其主要产品类型;其二是订

购制,由生产者主动发起,各农场间可以互相补充产品种类及份额,或者采取联合供应的形式,消费者以周

期性注册从农场获取多样化产品;其三是农摊制,以农贸市场交易为基础形式,生产者为季节开始时预付的

消费者提供相应额度的消费折扣或农产品;其四是动物份额制,主要围绕畜禽肉类、牛奶等农产品订立相关

协议,消费者支付相应费用后由生产者蓄养、维护和供应.
近年来,美国CSA农场面临着新一轮的运营困难,美国CSA农场对原有社区支持农业体系、规章及内

容进行了修正,以便更好适应市场压力陡增、经营成本提高、专业劳动力短缺、农业科技创新、会员留存率

降低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日渐疏离等现实境况与问题,更根本地说,是为了 “让农场存续下去”[１２].其

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市场端大规模农业生产分销业务对CSA 农场造成的较大市场压力,生产端消费者对

农场项目及其经营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不再分担生产风险、仅仅将参与视为生活体验,这给 CSA 带来的极

大生产危机.总的来说,目前美国CSA农场模式主要呈现出以下五点变化趋势,较好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
第一,市场化运营.这一方面体现在农产品配给可在一定程度上供消费者选择且种类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

体现在消费者预付款项周期缩短,以此吸引更多消费者加入CSA 农场,这有效推动了美国有机食品产业市

场规模的稳步增长 (图１).第二,多样化认证方式.为了便于 CSA 农场小规模农户的经营认证,美国政府

在原有的农业局官方认证体系 NOP (TheNationalOrganicProgram)之外,还开设了第三方认证体系CNG
(CertifiedNaturallyGrown).与前者相比,CNG认证方式以公开、公正且透明的同行评审为核心,使认证

流程简洁、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同时还有力推动了当地农民社群及农业社区网络的搭建.第三,数字化技

术的广泛应用.美国CSA农场普遍实现了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在生产环节,农场对土壤、天气等数

据参数的掌握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节约了农场生产成本.在消费环节,农场与物联网、电商平

台等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接入有效推动了消费市场与群体的扩展,提升了市民对农场的信任度,拉近了生

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第四,多元化合作网络.当前,美国各地区的 CSA 农场生产者之间主动组成了

动态化且非正式的多农场合作网络,这种合作关系有助于保障本农场专注生产优势农产品,巩固 CSA 农场

整体市场份额,同时还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类、多样化的产品选择.第五,宽领域政策支持.美国政府一方

面为CSA农场的管理运营和有机认证等提供农业补贴,以保障CSA农场的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以法律形

式不断规范引导农场发展与经营,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于２０１３年率先修订了 «食品和农业法典»,对社区

支持农业这一模式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并对CSA农场的经营提出了具体的需求,有助于引导CSA农场的规

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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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美国有机食品销售额[１３]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

２２　日本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Teikei模式

日本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 Teikei模式兴起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Teikei农业可翻译为 “提携农业”,代

表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的直接性的合作关系[２].该模式的创建不仅是出于消费者对农业食品安全问

题的担忧,其创设理念同样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与旧有农耕习惯.面对日本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化学试剂的大

量应用,以及工业废弃物排放污染造成的水俣病事件等严重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以日本城市家庭主妇为主

体的消费者群体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形成草根消费团体,直接与农业生产者进行对接并购买绿色安全有机的

农产品.１９７１年,一些消费者、生产者和研究者联合组建了日本有机农业协会 (JapanOrganicAgriculture
Association,JOAA),开始推广有机农业.该协会确定了其推广有机农业的十项原则,主要包括:供求双方

相互协助、有计划地生产、消费者接受全部农产品、供求双方在定价上相互认可、供求双方相互信任、产品

配送由供求双方协同完成、民主管理、加强学习与科普、保持合适的组织规模、为实现提携运动的目标而团

结合作[１４].在上述十项原则的指导下,该协会将 “提携”与 “自给”相结合,组织农户进行少量和多样化的

生产,同时建立了农户和消费者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让农产品可以直接从农户到达消费者的餐桌.JOAA
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推广社区支持农业 Teikei模式的团体[６].此外,Teikei模式的

运作理念还深受日本传统佛教思想及农耕文化的影响,其强调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作为一种整体自然的物

质营养的当地循环.就此而言,就地生产、就地消费、食品安全、可持续性以及公平贸易是 Teikei模式所蕴

含的最初的与深层的运营法则[１５].
纵观日本 Teikei模式的发展历程,其运营模式先后经历了由消费者主导到农业协会主导的转变.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的创设期到８０年代的成长期,日本消费者群体组织化程度较高,在签订合同、支付预付款、义

务劳动等方面发挥着较强的主动性.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团体通常按月提前向相应农场支付农产品的订购费

用,无论产品质量好坏、数量多少须全部购买,且在生产者因自然灾害等陷入资金问题时,消费者需为农场

提供无息贷款以便农场顺利渡过难关.很显然,这种出于保护农场生产者经济安全的协定并未充分考虑消费

者的实际需求,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对等关系.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调整期再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转变

期,日本 Teikei模式步入会员制的建设道路,消费者日渐与农场生产经营等活动分离,生产者的专业化及组

织性日益增强.在这一背景下,Teikei农场呈现出多样化的合作关系,并在市场中分化为以下五种主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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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个体生产者对接个体消费者、一个消费者群体与个体农户对接、消费者团体自行包地种植、一个消费者

团体对应一个生产者团体、农户团体对接个体消费者[１６].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至今,在日本政府和日本有机

农业协会的推动下,消费者与生产者被新的直销方式联系起来,其中日本农业协同工会 (JapanAgricultural
CoＧoperatives)即日本农协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具体做法是由日本农协从农场生产者处直接进行收购、加

工并配送农产品,以提前预约和当面交易等方式向消费者的社区网点提供绿色安全、有机新鲜的农产品,消

费者与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分离.
在实践中,日本 Teikei农场面临着多重挑战,并在整体上呈现日渐衰落的趋势.究其原因,其一是消费

者群体的大量流失.随着昔日作为消费主力军的日本城市家庭主妇在工业社会浪潮中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谋

求工作,Teikei农场的运转受到影响.同时,受消费社会与日本后现代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Teikei农场的

社会吸引力日趋降低.其二是市场竞争环境的剧变.一方面,日本有机农业市场的新发展极大挤占了 Teikei
农场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日本有机农业标准» (JapaneseAgriculturalStandards,JAS)的实施使以个

体农户为主体的Teikei农场产生较高的运营成本.其三是产销关系的不匹配.这集中体现在Teikei农场要求

消费者购入当季所有农产品,数量和质量上往往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也难以保障

稳定的产品供应.
针对上述衰落形势,日本 Teikei农场积极适应外部挑战并不断调整运营策略.第一,寻求多农场联合.

现今大多数 Teikei农场联合汇集了多家生产厂商,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种类,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

推广特色农产品,打造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品牌,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价格优势 (图２).第二,创设多样化认

证方式.除了日本官方JAS有机认证之外,广泛的第三方认证方式正由地方草根Teikei农户生产者与消费者

团体组织和扩展起来,部分第三方认证还得到了国际有机农业联盟 (InternationalFederalofOrganicAgriＧ
cultureMovement)的认可,这就大大降低了农场的有机认证成本.

图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日本地理标志农产品注册数量[１７]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２３　法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AMAP模式

作为欧陆地区发展较为完备、相对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支持农业,法国 AMAP模式 (Associationpourle
maintiend’uneagriculturepaysanne)始于２１世纪初,其法语意指 “维持小规模和家庭农场的联盟”[１８].为

应对地方农场财务困境,防范欧洲 “疯牛病”危机及日益蔓延的食品安全问题,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法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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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P农场 Olivades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欧巴涅镇成立.２００３年,法国 AMAP运动在地方性 AMAP组

织———普罗旺斯联盟的推动下制定了第一份全国通用章程,其主要内容包含农场生产者与消费者须共同遵循

的十八项基本原则.此章程从本质上反映出了 AMAP农场的核心运营理念:支持并维护小规模农业生产者,
强化地方区域内消费者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合作联系,推动法国向着有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农耕模式转

型.在随后的实践推广中,２０１４年,AMAP新章程围绕运动目标、参与主体、生产经营原则及协定承诺做

出了更为全面的修订.从长期趋势来看,AMAP地方合作组织、农场及从业者数量正逐年稳步增长.截至

２０１８年,法国 AMAP农场数量增加到２０００余家,农场中社区支持农业的从业者有３７００多名[１９],全国有

机农业产品销售额约达９７亿欧元 (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法国有机产品市场总额[２０]

数据来源:法国生态农业发展与促进署.

在法国 AMAP社区支持农业运作模式中,消费者、生产者与政府三大主体构成了互动合作密切的关系

网络.其中,消费者发挥了主导 AMAP联盟组织建立的关键作用,其在定期预付款项保障农场运转的同时,
身兼联盟协会成员和农场伙伴两重身份;农场作为生产者负责生产绿色有机、品类多样的农产品,在互相协

商并合理定价的基础上,将产品通过 AMAP联盟的网络及时供应给消费者群体;政府成立支持 AMAP模式

发展的全国性组织 “农民 生态学家 消费者联盟” (AllianceofPeasantsＧEcologistsＧConsumers)[２１],保障市

场稳定,加强区域性 AMAP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凝聚力,并以多样化优惠政策或资金支持推动社区支持

农业的发展.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各农场在生产过程中须严格遵循 AMAP全国章程的要求,以绿色可

持续的方式进行农产品生产并在协议合同中进行明确声明,每个生产周期开始前,消费者与农场生产者协商

订立农产品生产计划,按此进行品类生产.在产品定价与支付环节,生产者须向消费者详细阐述定价标准,
尽可能地将农场各类收益透明化,如遇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要及时向消费者告知产品数量、质量的变化情

况,在此基础上,消费者按照一次性支付或分批次支付方式预付款项.在农场运营与产品配送环节,消费者

通常会成立志愿者委员会,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出纳员、协调员、通信员、娱乐经理等农场管理志愿职务;
同时,农产品配送同样由消费者完成,以此让农业生产者专注于农业生产.在信息交流与管理评估环节,

AMAP组织往往采取多样化形式加强消费者的参与度,以此保障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传达的及时性;同

时,所有农场会员均须按照生产计划与运营章程对 AMAP农场进行周期性评估,以提高农场的运营成效.
仍需指出的是,法国 AMAP模式近年来同样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其一是农场吸引力与社会影响力

较低.长期来看,尽管绿色有机农产品具有较大的消费市场,但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消费者对参与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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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及农耕活动的兴趣与精力投入日趋缩减,这也导致许多新的农场对于加入 AMAP联盟组织持观望态度.
其二是风险共担原则受到挑战.这一方面表现为用工成本增高,新型有机农业竞争给农场带来经营压力;另

一方面体现在农场管理与信息交流减少后消费者对于农场的信任危机.其三是资金困境.法国 AMAP农场

对于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过度依赖,政府农业政策的调整往往会对农场造成较大的经营影响.
面对上述挑战,法国 AMAP模式主要从以下三点做出自身的调整与应对.第一,搭建并筑牢全国性的

AMAP联盟网络体系,为网络内个体农民及农场提供知识传授、技术支持与资金帮扶,为信息交流创造平

台,提升全法 AMAP农场的凝聚力.第二,采取多元化的认证方式,法国第三方认证体系———参与式保障

体系 (ParticipatoryGuaranteeSystem)已经得到国际有机联盟的官方认可,这一体系不仅加强了消费者、
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效推动了农业问题的实际解决与交流改进.第三,推行多样化的经营策略,如

举行农场开放日供消费者实地参观,面向广大市民开设采摘等农耕体验活动,以此向社会传播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思想与伦理价值,增进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提升 AMAP农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２４　美国、日本、法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经验的比较分析

社区支持农业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中发展出了不同的实践样态, “实践中,没有任何两个社区支持农

业项目是相同的,每个社区支持农业都自由地创造适合农民和消费者参与的组合形式”[１２].但从基本架构上

来看,不同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都有着共性的构成要素与理念原则.无论是美国 CSA 模式、日本 Teikei模

式或是法国 AMAP模式,其实质都是社区居民与农场农户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合作形式,二者以契约

为纽带、以信任为基石,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对美国、日本、法国三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经验开展比较分析,需要认识到不同国家发展社区支持农业

的有益探索都是建立在其应对现实挑战的基础之上的.总的来说,美国、日本和法国在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

上主要面临如下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理念原则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相互信任原则、共担风险原则的日趋式

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食品经济特有的信息不对称性、有机食品带来的健康收益的滞后性导致消费者的担

忧;另一方面是部分农场出于生产成本考量绕过有机认证,甚至存在以 “有机”为噱头进而将农产品以次充

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社区支持农业的社会公信力,导致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信任度的衰减.二是生产劳动

的挑战,着重表现为各国农业劳动力总体数量的短缺与专业能力下降等问题.这对于劳动力密集型和生产专

业化的社区支持农业来讲必然会带来一定时期内难以缓解的用工荒问题.此外,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类多元

化需求和较高的产品质量诉求更让农场本身担负沉重的生产压力.三是管理经营的挑战.区别于顾客流动性

较大的产业化农业,社区支持农业普遍遵循 “会员制＋预付款”消费模式,因此其日常运营与维持需要依靠

相对稳定的特定消费者群体与周期性的收益,这决定着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体量一般都比较小,并且为了维

持生存经常面临资金压力.同时,受气候条件与自然资源影响,社区支持农业的投入产出比往往较低.四是

市场竞争的挑战.近年来有机农产品市场日渐发展成熟,同类有机食品供给主体日益增多,社区支持农业不

仅面临来自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还面临本地路边销售、农夫市场等生产者的竞争压力,此外,数字经

济时代电商运营的农业销售新模式同样对传统直销模式的社区支持农业造成较大冲击.总体来看,社区支持

农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销售模式面临新的调整,未来发展日趋艰难.
面对上述挑战,美国、日本、法国三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整体上形成了如下四点实践经验和发展趋

势.一是创新组织模式.为了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品类多样、质量优质的农产品,各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均采

取多农场联合的合作模式.这种组织模式创新不但有效回应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而且使当地农场形成互

动合作的农业联盟性网络,不仅有助于加强地方有机农业产业及农民的信息交流,还增强了社区支持农业的

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此外,多农场联合或区域性网络的建立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体农场的生产

运营成本.二是规范管理制度.一方面,美国、日本、法国三国从本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国情出发,以区

域性或全国性的标准化制度建设为社区支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法国 AMAP各级章程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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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kei运动的十项原则都是其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各国普遍将 “学徒制”作为社区支持农业的人才培养新

机制,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较为稳定的劳动力,短期内缓解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

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从长期来看,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与输送将会有力提升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质

量与行业水平.三是探索多样化经营方式.当前,各国社区支持农业均面向消费者广泛组织开展了多样化的

参与式体验活动,如农业科普教育、乡村音乐节、采摘节等,以此拉近消费者与农场之间的距离,增强消费

者对社区支持农业的了解与信任,扩大消费者群体,拓宽提高农场经营性收入的渠道.同时,上述活动还具

有传播生态理念、宣传农耕文化、助推社区发展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功能.四是加大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扶

持.随着各国政府及社会大众对社区支持农业的进一步认识,政府的政策保护与社会力量的主动扶持成为新

的趋势.其中,各国政府普遍牵头成立社区支持农业的联盟组织以保护有机农场的市场地位与维持物价稳

定,以资金和专项补贴支持帮助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渡过经营难关.同时,非官方有机认证的推行帮助大批

小规模农场解决了官方认证成本高昂与流程复杂的问题,而以推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等为使命的第三方机

构和非政府组织同样关注到社区支持农业在推进生态农业发展上的巨大优势和潜力,纷纷为其提供技术、资

金等支持.

3　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现实性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观念也不断更新,食品安全越发成为大

家关注的重要话题.２１世纪初开始,在相关学者和社会人士的推动下,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传入中国.有的

学者主张,２００６年河南省兰考县的 “购米包地”运动可以被看作是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的实践萌芽[２２],而

北京的 “小毛驴市民农园”则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个真正实践意义上的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２０１０年,由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首届社区支持农业 (CSA)与城乡互

助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从此走向网络组织形态.自此以后,社区支持农业在国内大

规模发展起来,国内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数量已达到１５００家左右[２３].社区支持农业得以进入中国并有了一

定的发展,说明中国具备了较强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适用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社区支持

农业发展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３１　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发展的适用性

历经近２０年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呈现出较强的适用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态文明建

设、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支持与时代趋势,二是部分专家学者、企业和社会组织对于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和推

进农村经营主体创新的奔走呼应和积极响应,三是广大民众食品安全意识和绿色消费观念的稳步提升.具体

而言,其一,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是助力社区支持农业实践发展的两大政策向度,前者以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内核,注重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而后者以 “三农”工作为引领,坚持乡村产业振兴

与乡村生态振兴的协同共进,这是支持国内社区支持农业的顶层设计;其二,部分专家学者、企业与社会组

织对于社区支持农业的落地实践与大范围推广功不可没,这其中以社会生态农业 CSA 联盟、中国人民大学

乡村建设中心为代表的社团组织与科研机构,以全国各地生态家庭农场、农夫集市为代表的企业及社会力量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三,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广大民众的食品安全意识与绿色消费理念不断提

高,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品质安全以及农业经营新业态都有着现实的迫切需求,作为一种关注自然、社区与家

庭的综合全面的生活方式,社区支持农业所具有的经济、服务、生态与社会价值则有效对接了这种新形势.
根据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发布的 «２０１９年中国 CSA 行业报告»,从地理空间维度来看,国内社区支

持农业农场主要分布在北京、山东、福建等省份,其常规选址往往在大城市的城郊地区,该大城市的人口规

模一般在２００万人以上.农场与城市中心的距离需在３０~５０千米,一线城市或北京和上海等超一线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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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可以放宽至１００千米,这种地域分布是综合考虑地价、市场、劳动力与物流等要素后达成的最优解.从

消费群体维度来看,当前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消费者主力军是城市中的中高收入人群,年龄上主要是中青年

群体和中年群体.对该群体而言,社区支持农业农场不仅能保障其对于食品安全与绿色有机的现实诉求,还

是其在闲暇之余体验农耕、亲近自然的生活调剂.从政府政策维度来看,地方政府对于生态农业和多种农业

经营主体的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是吸引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在本地落户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北京市为例,从

«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到 «北京市推进生态农场建设实施方案»,再到 «北京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行动方案»,北京市政府长期以来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对接、财政补贴等形式为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发

展保驾护航,正因为如此,以 “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分享收获农场为代表的农场先后涌现,成为推进 “大城

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及建设都市型绿色现代农业的实践平台.

３２　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第一,在政府政策支持方面,社区支持农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政策执行与监管力度有待提升.
为了顺应有机食品市场发展的需要,推进生态农业的发展,中国自２００２年起陆续出台了有关食品安全、有

机食品认证、农业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广大民众切实关心的食品安

全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引导形成绿色的农业生产方式,防治农业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但目前尚没有直接关

于社区支持农业的法律法规,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缺少权威的政府政策与法规指导.此外,国家对有机食品

认证方面的监管尚显不足.虽然新修订的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中加强了对认证机构、认证委托人的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但在现实中相关部门对认证机构和获证单位的监管尚显不足,部分有机食品认证机构为

了争取客户,罔顾认证标准,随意缩短认证周期,甚至出现了交钱就认证的潜规则现象[２４].还有一部分认证

机构对获证单位监督不力,对一些获证单位的违规行为没有及时进行纠正.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

影响了社区支持农业的声誉.
第二,对于经营者来说,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较高,其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不足.从社区支

持农业型农场的内部来看,一是土地租金及生产成本高.出于对食品安全性和健康性的更高要求,社区支持

农业型农场的选择要对其土壤、水源及其他周边环境有着严苛的标准.同时,农场还要距离市中心较近,以

便于农场配送,满足这些要求的土地租金往往比较高.二是有机产品认证成本高.自２０１２年起,国家颁布

的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实施规则»规定对有机产品采取 “一品一码”的新标签制度,有机产品证书的有

效期仅为一年.而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蔬果等产品的种类较多,但每种产品的种植规模都不大,认证成本

较高.三是运输成本高.认可社区支持农业的民众尚没有形成较大规模,因此客户较为分散,这也就导致相

关农场的配送运输成本较高.从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外部来看,根据 «２０１９年中国 CSA 行业报告»的相

关资料,国内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约有６９％属于家庭式运营,且超过６０％的农场投资额在３００万元以下,

４２％的农场占地面积在５０亩①以下,６９％的农场会员人数在１００人以下.国内大多数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

规模有限,商品种类也不够丰富,在市场供应链中的地位较低.这就导致此类农场难以和拥有低价格优势的

低端蔬果店相竞争,同时也很难和产品规模大、种类全的大型商超相竞争.
第三,广大消费者对社区支持农业的认知有待进一步增强.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

步,民众的食品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对于生态低碳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等农业发展的新模式有了更多的关

注.但由于现代农业发展对农药和化肥依赖度较高,消费者在农产品采购上的传统消费观念根深蒂固,广大

民众在农产品消费方面仍青睐价格低廉、品相更好的普通农产品,而非价格较高、品相一般的有机农产品,
这也就难以促进社区支持农业市场的扩展.同时,社区支持农业的一大原则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要坚持共担

风险,但目前国内消费者对于社区支持农业的深层发展尚缺少共鸣.消费者的心态主要集中于获得和享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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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康的有机农产品,很少站在生产者的角度共同抵御可能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等.这就出现了社区支持农

业型农场提供的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矛盾,以及农场和会员之间互动不佳的

问题.

4　启示

作为社区支持农业的理念与实践先行者,美国、日本、法国三国社区支持农业在生产运营中所遇到的困

境及其破局方案对于当代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具有直接性的现实经验意义.
第一,政府应积极扮演好社区支持农业的指导者和支持者两大角色.国内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经营主

体目前大部分是小农户,农场多为自投自营,农场中的从业者多为家庭成员.这些农户的耕种经验丰富,对

农耕技术熟练掌握,但往往缺乏现代化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可以参考法国、日本的实践经验,由地区政府或

国家部门牵头建立区域性或全国性的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联盟性组织,这可以极大促进各地区农场和社区

农业工作者之间的技术交流与经营协作.全国性社区支持农业的联盟建立之后,同一城市周边的多个不同的

农场可以联合起来将农产品的配送服务外包出去,减少农产品对同一城市客户的同向运输或远距离运输等问

题,通过统筹安排和统一配送来降低农场的运输成本,节约农场的经营性开支.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引导社

区支持农业规范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和界定社区支持农业经营者的权

利、义务、产品属性与标准,还应建立完备的农产品和农用物资质量安全追溯及监管体系.可以借鉴美国各

州政府对于社区支持农业的财政支持经验,在制度设计方面对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支持,如对社

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用地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支持,对相关经营者提供专项资金扶持生态农业的发展等.此

外,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门应加大有机农业相关高科技产品和高新技术

的研发和推广,为相关农场、科技企业和高校搭建技术合作交流的平台.还应不断完善有机认证体系,推进

国家有关机构认证和民间组织认证相结合,降低相关农场的认证成本,推进有机产品认证制度的发展.
第二,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经营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能力.社区支持农业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当下国内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通过生态农业爱好者口口相传

的形式,难以充分带动潜在的消费者.对此,同一个城市附近的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可以积极开展联合性生

产与销售,推进生产的规模化,从而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农产品种类选择,加强对消费者的联络,这种产销

网络的有效联结是美国、日本、法国三国社区支持农业提升产业活力的关键所在.同时,社区支持农业型农

场还要积极与大型商超、高档餐厅等洽谈和合作,进一步扩展农产品的大宗销售渠道.２０１６年,农业部印发

«农业电子商务试点方案»,该方案指出要 “加快发展以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休闲农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电

子商务,对于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２５].社区支持农业

型农场也应积极通过互联网技术和电商运作模式,建立远程耕种、农产品线上选购和定点配送的信息交流平

台,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经营方式,在农产品生产、农产品订购和物流服务方面更好地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第三,应不断加深广大民众和消费者对社区支持农业的认知和理解,推动其积极投身社区支持农业的建

设当中.日本与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实践经验表明,NGO 和 NPO 组织是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量.如日本城市居民通过自发联合组建了大量的消费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中承担了城

市与农村相对接的角色[２６].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应积极培育和支持社区支持农业方面 NGO 和

NPO组织的发展,通过相关组织来唤醒广大民众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同时,国外社区支

持农业消费者的参与程度普遍较高,除基本的生产劳动之外,消费者也积极参与销售、配送、财务等环节.
目前,国内消费者加入社区支持农业的最主要意愿是能够获取新鲜的有机蔬菜,对社区支持农业的参与度不

够.相关农场也应尝试建立和消费者共享利益及共担风险的合作关系,鼓励消费者积极投身社区支持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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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承担其自身的社会责任,帮助相关农业发挥其社会功能,不断稳定和扩大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

队伍[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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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ExperienceandChineseMirrorinCommunity
SupportedAgricultureDevelopment

CAODebao　ZHAOFang
Abstract:AgriculturalandruralissuesarestilltheshortboardintheprocessofChinesemodernization,and
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isaneffectivewayforChinatocultivatenewtypesofagriculturalmanageＧ
ment bodies, develop ecological lowＧcarbon agriculture, and thus build an agricultural powerＧ
house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hasdevelopedrapidlyinrecentyears,andChinapossessesacertain
degreeofrealisticapplicabilityfor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aldevelopmentHowever,duetothelate
start,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inChinapresentsthedilemmathattherelevant
lawsandregulationsareinadequate,thefarmoperators’agriculturalproductsarenotcompetitiveenoughin
themarket,andthegeneralconsumers’cognitionof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needstobefurtherenＧ
hancedDevelopedcountriessuchastheUnitedStates,JapanandFrancehaveaccumulatedrichexperiencein
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andanalysingthepracticalexperienceofthemisof
greatsignificancetoChinain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Government
shouldplayagoodroleasaguideandsupporterin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

andfarmoperatorsshouldalsocontinuetoimprovetheirownbusinesscapacity,whilealsodeepeningconＧ
sumers’knowledgeandunderstandingof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
Keywords: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Ecological LowＧcarbon
Agriculture;International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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