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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委會前於 103年曾赴中國大陸進行考察，參訪重點係瞭解大陸地區農業保險

發展歷程、營運模式及訂定「農業保險條例」之決策過程，目的係探討農業保險在

作為扶持農業發展之政策工具，穩定農產業經營及農民收益之重要意義，藉由充分

蒐集及瞭解制度及政策面之相關資訊，作為我國規劃制定農業保險政策的重要參考。 

本次考察著重在於大陸地區農業保險運作實務，考察重點為農業保險危險分散

機制、科技勘損之應用、創新農險商品及農業保險資訊平台。考察拜訪對象包括中

國農業保險再保險共同體、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保險信息技術管理有

限責任公司。 

藉由本次考察可以瞭解到，中國大陸透過成立農業保險再保險共同體，解決國

際再保人可能不願承保特定農產物保險的難題，強化自身面對國際再保市場的議價

能力，使產險公司無後顧之憂投入農業保險。且近年民間保險業者致力於科技勘損

領域的應用，經由衛星遙感檢測技術，進行大面積大範圍的宏觀勘察監測，結合無

人機航拍，並派員抽樣勘查比較校正，達到節省時間及人力的目的，亦能準確地測

定作物種植及災損面積。此外，為有效利用大數據分析挖掘數據價值，透過專責機

構建置及管理農業保險信息管理平台，健全農業保險業務的推展，積極強化風險管

理，並提供農民及農企業充分的農險訊息。 

本次考察心得及建議：為建立完善農業保險危險分散機制，應設立專責機構經

營管理(如農業保險基金)，穩定國內保險及再保費率，以促進產險業及農民參與農

業保險；應加強農業保險科技勘損之應用，結合宏觀遙感技術、中觀空拍機航拍判

釋及微觀人力勘損三者的運用，積極投入試辦品項(如香蕉)的應用；賡續提升農業

保險商品創新及多元化，並強化農險數據數量及質量上的蒐集，故應積極建置我國

農業保險資訊平台，以科學化方式強化產品設計及風險定價，並將資訊充分交流分

享於政府、保險業及農民間；綜上建議，期我國農業保險的推展更為順遂，確實達

到保險機制分散風險的目的，進而達到穩定農民收益，農業經濟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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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全球氣候快速變遷，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增加，重大天災往往造成農、林、漁、

牧業者嚴重損失，統計自 96至 105年近 10年間，農業損失平均每年 142 億元，政

府現金救助平均每年約 36 億元，占總體損失 25%，亦即農民仍須自行承擔 75%以上

災害損失，依賴政府預算支應災害救助，已不足以分擔農民生產風險。因此，農委

會除積極蒐集參考美國、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國家農業保險運行制度及辦理經驗，

並曾於 103 年間赴中國大陸進行考察，參訪重點係瞭解大陸地區農業保險發展歷

程、營運模式及訂定「農業保險條例」之決策過程，目的係探討農業保險在作為扶

持農業發展之政策工具，穩定農產業經營及農民收益之重要意義，藉由充分蒐集及

瞭解制度及政策面之相關資訊，作為我國規劃制定農業保險政策的重要參考。 

而農委會自 104年試辦高接梨天然災害保險，開創我國農業保險新的里程碑，

並因應不同地區保險需求及農產物生長特性開發保單，及提供保險費補助，提高農

漁民加保意願，期能藉由保險機制，分散農民農業經營風險。推動迄今(截至 107

年 8月份)已銷售保單品項包括梨（含高接梨）、芒果、釋迦、水稻、養殖水產、石

斑魚、家禽禽流感、農業設施、蓮霧及木瓜等 10品項保單，並提供農民多元化，不

同型態的保單選擇，包括開辦實損實賠型（梨及農業設施）、政府災助連結型（梨

及芒果）、收入保障型（釋迦）、區域產量型（水稻及芒果）、天氣指數型（養殖

水產、石斑魚、蓮霧及木瓜）及撲殺補償型（雞禽流感）。 

又針對推展農業保險至關重要的危險風散機制，農委會刻研擬由政府提供再保

險制度，並規劃成立農業保險基金作為農業保險制度之中樞機構，除承擔保險人移

轉之危險，統一向國內或國外為再保險；然而針對設立基金的作法，是否確能為目

前單打獨鬥的國內產險公司注入強心針？是否確屬強化農業保險永續經營的最佳方

式？因此，本次考察重點之一，係瞭解中國大陸的農業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如何藉

由成立中國農業保險再保險共同體，更有效的提升整體農險公司農業保險承保能量。 

此外，農委會將持續擴大農業保險的試辦品項，包括開發棗、香蕉、鳳梨、文

旦柚、荔枝、番石榴及虱目魚等不同品項之保單，並致力於開辦不同型態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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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農民更多元的保障，而近年來中國大陸民間的安華農險公司對於開發「創新型

態農險商品」不餘遺力，如於 102 年在北京開辦的生豬價格指數保險，便是此次欲

考察瞭解的另一項重點；又對於農業保險的勘災定損，應如何降低保險理賠作業的

成本？則「科技勘損」的應用，如衛星遙感監測、無人機的航拍等是各國努力的發

展目標，而安華農險公司自主研發的無人機，乃中國大陸首家獲頒發許可飛行證勘

損無人機，結合衛星遙感及派員調查，能更有效的節省時間及人力進行勘損，亦是

本次的考察重點之一。 

而農委會在擴大試辦期間，除逐步累積實務經驗外，另一項工作的重點便是建

置農業保險的基礎資料庫，目前已籌建「農業保險資訊管理系統」中，將蒐集農民

所投保及理賠的不同品項、地區及規模(如保險費、保險金額、投保件數)等資訊，

期得利用大數據分析挖掘數據價值，以利檢視政策方向、保單費率、資源配置等；

因此，本次並安排考察「中國保險信息技術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瞭解該公司如何

透過建置及管理「農業保險信息管理平台」，達到健全農業保險業務的推展，並提

供農民及農企業充分農險訊息的重要目標。 

農委會規劃於 107 年底前訂定農業保險法草案，以完備農業保險法律架構及運

作機制，期透過蒐集各國辦理農業保險的實務經驗，及整合農業政策資源和工具，

擴大各方參與，並以農業思維來檢視各項問題、克服困難，建立妥適的農業保險營

運模式，及架構完整的農業災害救助及保險機制，降低農業經營風險，保障農民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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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本次考察期間自 107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8 日，計 4 日（表 1）；考察地點為

大陸北京。考察拜訪對象包括中國農業保險再保險共同體(China Agriculture 

Reinsurance Pool；下稱中國農共體 )、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Anhua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 Ltd；下稱安華農險公司)及中國保險信息技術管理

有限責任公司(China Insura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 Ltd.；

下稱中國保信公司)。特別感謝美商佳達再保險經紀人公司(Guy Carpenter；下稱佳

達保經公司)協助安排連絡考察事宜，使本次考察行程得以順利圓滿完成。 

                         

                       表 1：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內容 

5/15 啟程（台北至北京） 

5/16~5/17 

1.拜訪中國農共體，瞭解大陸農業保險之危險分散

機制(整體架構及運行模式)，並提出問題與其討

論。 

2.拜訪安華農險公司，瞭解科技勘損應用及生豬價

格指數保險運作情形，並提出問題與其討論。 

3.拜訪佳達保經公司北京分公司，就臺灣及大陸地

區農業保險發展近況交換意見。 

4.拜訪中國保信公司，聽取簡報說明，以瞭解中國

農險信息管理平台之運作情形及應用成效，並提

出問題與其討論。 

5/18 返程（北京至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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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本次考察能獲得較大的效果，考察成員於行前分別對於考察單位研擬相關

議題如次： 

一、中國農共體 

（一）大陸地區農業保險之危險分散機制及中國農共體之成立背景。 

（二）中國農共體的整體架構及運行模式。 

（三）中國農共體面臨的挑戰及未來展望。 

二、安華農險公司 

（一）科技勘損於農業保險領域之運作方式及應用成效。 

（二）使用無人空拍機勘損的主要優勢及劣勢。 

（三）生豬價格指數保險(創新農險產品)的緣起、目標及辦理成效。 

三、中國保信公司 

（一）中國保信公司的成立宗旨及重要發展目標。 

（二）中國農險信息管理平台的運作情形及應用成效。 

（三）提升農險數據應用價值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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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內容 

一、中國農共體 

 

（一）成立背景 

農業生產具有損失頻率及損失幅度皆高的特色，則農業保險對再保險的風險分

散作用有著更緊密的依賴，意即如無農業再保險的支持，一國農業保險市場幾乎無

法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因此，大陸地區中央政府自 96年陸續發布「中央一號檔」(係

每年中央政府所發的第一份文件，對於各級地方政府全年工作，具有綱領性和指導

性地位的文件)，展現高度重視及關切農業再保險的議題，針對「完善農業巨災風險

轉移分攤機制」、「探索建立中央及地方財政支持的農業再保險體系」及「規範農業

保險大災風險準備金管理」等事項提出了指導意見與推動方向，期儘速建立健全的

農業再保險機制。 

在政府展現推動的決心下，大陸地區農業保險的政策環境亦逐漸提升，隨者再

保險的基礎研究和技術準備工作不斷進步，各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也積極參與農

業保險，投入的力度也逐步加大。針對農業風險評估、風險分佈地圖、農險精算等

問題的研究也持續深入探討。許多保險公司積極運用再保險分散農業風險，透過國

內外多家再保險公司，將部分農業風險分出給再保險公司。例如 96年黑龍江省遭受

嚴重旱災，陽光農業相互保險公司獲得人民幣 4,900萬元的再保險賠付。 

且地方政府也持續就農業再保險推動試辦，如 96年北京市政府推出了政策性農

業保險的相關方案，係以北京市政府為投保人，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中華聯合

財產保險公司及安華農險公司等 3 家保險公司的北京分公司為農險業務分出人，瑞

士再保險公司（承擔 70％責任）及中國再保險公司（承擔 30％責任）為分入人。當

保險公司的賠付率居於 160％至 300％的區間時，可向再保險公司索賠；300％以上

的風險，則由產險公司提撥的農業巨災風險準備金提供保障。 

為建置整體農業保險良好的風險分散基礎，有利於提升整體農險公司農業保險

承保實力及風險管理水準，進而建立政府層面的農業保險巨災風險分散機制，使農

業生產經營風險得以持續分散，進而保證糧食安全，因此中國農共體因應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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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共體成立宗旨與組織架構 

 

103 年 11 月 21 日中國農共體正式於北京成立，宗旨為提供農業再保險保障、

支持農業保險產品創新、發展農業保險基礎研究及促進同業交流與合作，以提升行

業整體的農業風險管理水準。最初由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等 23家保險公司，及中

國再保險公司共 24家公司組成。而加入農共體之成員公司，須具有經營農業保險的

業務性質，且滿足償付能力 150%，及資本金額達人民幣 10 億元以上的基本要求；

截至 106年底農共體成員已擴充至 34家成員公司。 

農共體之權力機構為「成員大會」，按照「中國農業保險再保險共同體章程」以

審議中國農業保險再保險之相關規章制度，且成員大會每年還將審議「中國農共體

年度工作報告與預算執行情況報告」及「中國農共體年度重點工作計畫與管理費用

預算方案」等以及其他需要審議的重大事項。 

成員大會下設「管理機構」，委託中國財產再保險有限責任公司管理，負責農共

體日常管理和服務工作。管理機構下設綜合管理處、業務管理處、精算分析處、財

務結算處，執行成員大會相關決議及完成監督管理機構等上級單位交辦之任務。 

此外，為有效整合不同領域之專業技術人員，農共體成立「專家委員會」，屬於

研究諮詢服務組織，成員來自國內外專精於經濟、金融、保險、農業、氣象等領域

之專家，每屆 5 人，採聘任制(每次聘期 1 年)，並可根據工作需要續聘連任，由成

員大會主席簽發聘書。該會主要職責包括： 

（一）為落實國家農業保險政策提供指導和建議 

（二）為完善農共體運行機制，促進持續健康發展，提供諮詢意見和建議 

（三）指導、參與農共體課題研究 

（四）農共體委託的其他事項 

再者，在農共體中推選 5家成員公司，組成「費用監督委員會」，在年度管理費

開支預算範圍內，對金額較大之管理費開支予以監督審查。當費用監督委員會委員

意見不一致時，採用投票方式表決；各委員有一票表決權，委員會之決議須經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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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中國農共體組織架構圖 

 

 

 

 

（二）重要任務 

     

   1.擴大承保能力 

        隨著中國大陸農業保險市場的迅速發展，農業保險的保費規模逐年增加，

自 96 年起至 106 年間，由人民幣 52 億元成長至 477 億元，農業保險所提供的

風險保障額度從人民幣 1,126 億元增加至 2.16 兆元，每年平均成長率達 40%；

而承保農作物面積從 2.3 億畝增加到 17.21 億畝，增加幅度達 6 倍；另玉米和水

稻主要糧食作物的承保覆蓋率超過 70%。 

        由於農業保險在中國大陸成長的幅度快速，為使農業保險體系健全地運

作，提供充足穩定的再保險保障，農共體逐步擴大承保能力，由 104 年的人民

幣 2,600 億元、105 年的 3,000 億元，增加至 106 年的 3,600 億元，積極拓展農

業保險的廣度和深度。又近年來諸多災害事件，農共體支付賠款佔總賠款的 40%

以上，有效保障了農業保險體系的平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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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近年中國農業保險保費規模 

 

    

  2.穩定保險費率 

        農共體最為關鍵的任務，乃致力於穩定保險費率，藉由強化自身面對國際

再保市場的議價能力，使產險公司無後顧之憂投入農業保險。必須特別一提的

是，農共體要求成員公司，其承保農業保險 50%以上的風險須分進至農共體，

故 105 年農共體在大陸地區農業保險市場，佔整體的市場份額達到 57%，國際

再保險公司則佔 43%。 

        因此，面對再保安排較困難的養殖業保險，以及價格保險等創新型業務，

農共體提供更為穩定的再保市場，有利於風險分散，此外，亦可透過農共體的

承保能力，解決國際再保險人可能不願承保特定農產物保險的難題。也就能更

有效的發揮國內不同主體、不同地區、不同業務之間的風險分散作用，以 105

年中國農共體業務結構為例說明，再保險保費收入人民幣 49 億元，其中 60%

為種植險，36%為養殖險，餘 4%為森林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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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升專業技術及共享資訊 

        農共體作為大陸農業保險業風險管理的專業平台，不僅為農業保險提供充

足穩定的再保險保障，而且有利於各產險公司進行經驗交流和訊息共享，通過

共同的研發創新，對於農險資料分析、災害評估、精算技術及資料模型等方面，

給予成員公司專業技術與服務上的支援，並透過舉辦「業務管理與賬務結算實

務」或「業務承保流程與帳單結算管理」等培訓課程，促進成員公司提升經營

技術與服務能力，進而提升農險公司整體的農業風險管理水準。  

        此外，農共體定期舉辦交流活動，如 104 年成員公司間對江西省南昌縣辦

理的「生豬保險」、靖安縣的「油菜保險」，以及福建省福州市的「森林保險」

交流學習，有助農業保險新技術和新經驗的應用推廣，並促進了成員公司間和

諧互助的關係；而 105 年 6 月於內蒙古錫林浩特舉辦「畜牧業保險標的交流會

議」，由中國保監會、財政部以及 25 家成員公司共同參加，目的係學習畜牧業

養殖風險控制方法，瞭解現代化畜牧業生產及養殖關鍵技術，透過現場交流探

討養殖險承保理賠管理等業務操作經驗，並藉由錫林浩特奶牛牧場基地的實地

考察，針對農險產品創新、農業新技術應用、地方特色優勢農產品等學習，俾

利成員公司交流合作，賡續提升農險公司對於服務現代畜牧業發展的能力。 

 

(三)未來展望 

    

  1.強化資訊科學化評估及分析 

        加強對連續虧損業務等高風險業務的科學評估，農共體在農險數據分析、

災害評估、精算技術和數據模型等方面，為成員公司提供更多的技術支援與服

務內容，並強化各項資訊的完整取得、精細分析及詳實監管，以降低成員公司

發生逆選擇風險，俾有效達成風險分散與風險對價的目標。 

     

   2.建立再保險與直接保險訂價的聯動機制 

        推動農險業務風險標準化分出的制度與規範，完善分保結構和條件，促進

分保比例的集中化和均衡化，並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則，持續研究建立再保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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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保險訂價的聯動機制，及持續強化成員公司業務發展與再保風險管控的平

衡，俾完善農共體的長遠及健全發展。 

     

    3.持續擴大承保能量 

        為農業再保險體系難以承擔的大災風險提供有效的風險分散管道，加強基

礎技術研發，持續推動巨災風險評估研究，提升農共體應對巨災風險的能力。

持續擴大承保能量，未來力爭為提供風險保障人民幣 6,000 億元以上，並提高

農業保險保額和賠付標準，為農業保險提供充足保障。 

     

    4.推動保險產品創新 

        農共體將在糧食主產省區拓展大災保險試辦，並持續推動價格指數保險、

收入保險及天氣指數保險等產品的創新，同時加大對地方優勢特色農業保險、

漁業保險、設施農業保險等業務創新，並給予最大力度的再保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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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華農險公司 

(一)簡介說明 

 

安華農險公司於 93 年 12 月成立，公司總部位於吉林長春，並在內蒙、山東、

北京設有省級分公司，該公司為政府代辦政策性業務的全國性農業保險公司，在中

國大陸 10 餘個省市，開辦包括農、林、漁、牧等型態的農業保險。所承保的農業保

險產品類別，主要區分為「農業保險類」及「涉農保險業」，說明如下： 

1.農業保險類： 

     (1)種植業保險主要是各類農作物，經濟作物和設施園藝作物在生長和生產過

程中遭受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等巨災保險。 

     (2)養殖業保險主要針對大規模的家畜，家禽在養殖過程中遭受特定的自然災

害或意外事故時承擔賠償責任保險。 

     (3)農村其它保險包括農村財產保險，農村責任保險，農村運輸工具保險，農

村工程保險，農民進城務工平安保險，農村健康保險等。 

2.涉農保險類： 

     (1)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財產保險包括糧食、木業、藥業、肉食及乳業加工企

業財產保險等。 

     (2)農業產業化輻射訂單農戶系列保險，包括訂單農業、農業貸款合同、涉農

責任及涉農運輸保險等。 

    近年來該公司配合「扶貧政策」，針對貧困戶推出了諸如農村小額意外險、家庭

財產保險及農村住房保險等多款保費低廉保障適度的的保險，僅 106 年在吉林、內

蒙、遼寧、山東 4 個省區、27 個地市、81 個縣（市、區）辦理「扶貧保險」業務，

為貧困地區 175.8 萬戶次農戶辦理農業保險、大病保險、意外傷害保險和其他保險，

提供了人民幣 86.78 億元的風險保障，並持續支持地方扶貧產業發展，積極參與保

險業脫貧攻堅工作。 

    另該公司並因地制宜針對「地方特色產業」，陸續開發了內蒙古燕麥種植保險、

紅胡蘿蔔目標價格指數保險、吉林玉米收入保險、內蒙古甜葉菊種植保險、吉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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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保險、吉林梅花鹿保險、遼寧食用菌保險、遼寧草莓種植保險、山東蔬菜目標

價格保險、青島藍莓保險、近海養殖保險等一系列特色優質農產品保險的險種，有

效的支持地方特色農業經濟的發展。 

     

(二)科技勘損的發展及應用 

 

安華農險公司為強化科技創新和各承保領域的結合應用，及更為精確快速掌握

災害程度及面積，於 97 年成立了「工程技術研究所」，致力於航空、機械、電子、

測繪、遙感及農險數據等科技勘損之技術研究工作。 

如該公司近年研發利用「區塊鏈」的分式記賬功能和不可篡改的特點，建立從

雛鴨生產、飼養到成鴨屠宰的全流程數據，以改進養殖險出險賠付時數據易失真的

缺點，為肉鴨保險精準理賠提供了科學證據，亦為小型家禽牲畜的保險產品開發提

供了可資借鑒的新模式。 

以下並就該公司利用「植入式電子標籤注射器」及「衛星遙感及無人機」等科

技，應用於農業保險勘損加以介紹說明： 

 

1.植入式電子標籤注射器 

        安華農險公司研發「植入式電子標籤注射器」(簡稱 RFID 電子標籤)，該技

術在農業保險中的應用，係將外形如米粒大小的 RFID 電子標籤，注射到養殖

個體(如豬隻)的皮下組織中，而每個 RFID 標籤具有唯一的電子編碼，藉由電腦

將編碼信息植入到芯片，對每個個體建立完整的訊息數據庫，包括由養殖個體

所在的省分、縣市、鄉鎮、村里、養殖廠及耳號等內容，有如身份證號碼般可

達到個體識別的效果。 

        以豬隻死亡保險為例說明，在實務作業上係當豬隻死亡後，投保的養豬戶

首先向安華農險公司報案，該公司人員在規定時間內，與當地防疫站人員共同

到達現場認定豬隻死亡之樣態，又查勘人員利用裝置讀取植入死亡豬隻頸部的

RFID 電子標籤，由防疫站人員進行電子掃描確認，可迅速確認是否屬保險責

任範圍內的疾病死亡，有效解決可能衍生的相關風險控管問題；之後便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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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將死豬進行處理，並開立豬隻死亡處理證明，則該公司憑該證明進行賠付，

亦提高了保險賠付的效率。 

        RFID 電子標籤不僅避免了不肖養殖戶，將死亡牲畜流入市場和餐桌的不

當現象，確保了食品安全；亦有效保證保險賠付的真實性，從源頭杜絕了養豬

戶虛報、謊報死豬數量等詐領保險理賠的道德風險，使承保、理賠等作業更加

精準，有效提升了對於養殖業保險標的單一個體的管理能力。 

 

圖 3：RFID 電子標籤應用於豬隻管理示意圖 

 

 

2.衛星遙感及無人機勘損 

        農作物在生長過程中難免遭受天然災害的侵襲，對於小面積受災區域勘察

並非難事，但當農作物大面積受到災害侵害時，查勘定損工作量極大，因此，

安華農險公司為了更為有效地測定實際受災面積，進行農業保險災害損失勘

察，將衛星遙感及無人機應用到農業保險中。 

        目前該公司係透過衛星遙感檢測技術，進行大面積大範圍之宏觀勘察監

測，得用於瞭解承保種植面積、作物生長檢測、自然災害(如旱災水災對作物影

響)預測等，為核保及勘損提供良好依據。再者，以無人機作為衛星遙感的輔助

手段，在一定範圍的重災區採樣航拍查勘，就航拍圖片進行後期處理與技術分

析，並與衛星遙感對災情的整體情況對照分析，提高定損的精準度，最後派員

手持設備到戶核損，與實地丈量結果進行比較校正，如此透過衛星遙感、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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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及派員實地勘查三者搭配，有效節省人力及時間，並提高定損的精準度。 

        值得一提的是，該公司於 100 年自主研發 AH-3N 型無人機，乃中國民航局

首張頒發許可飛行證的勘損定翼無人機；並已在內蒙、吉林、遼寧、山東、青

島及北京等地使用。除 AH-3N 型無人機外，並研發 AH-20 型新型無人機，可

更精確地測定損失程度，另研發 AH-19 型飛機將應用於林業保險的防災防損。 

        經該公司數年的實用證明，無人機勘查具有機動快速的應變能力、獲取高

解析度圖像及高精度定位數據能力、便利的系統維護功能等技術特點，能大幅

度減少查勘人員的工作量，克服人員恐無法進入災害地區的限制，更快速取得

及評估農業受損情況，且能夠避免人為因素影響查勘結果的公正性，降低勘損

不合理而導致的理賠糾紛。 

 

圖 4：無人機於吉林省榆樹市進行勘損工作 

 

 

        而該公司為檢視無人機在查勘作業中的技術參數之正確性，查勘人員利用

無人機從不同角度，圍繞受災現場進行了全景拍攝和記錄，並將航拍測繪結果，

與實地調查結果進行比對，對查勘結果進行校正，以縮小勘損的誤差。此外，

查勘人員還會根據針對保險標的設置觀察期，定期進行跟蹤、監測及修正，並

制定無人機查勘定損技術規範，以全面提升無人機查勘的精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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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豬價格指數保險 

1.開辦緣由及保單簡介 

        長久以來豬肉為中國人傳統消費的主要肉食，且其價格水準往往影響整體

的物價水準，更重要的是，由於生豬市場具有周期性頻繁波動且波幅較大的特

性，為降低價格風險的衝擊，安華農險公司開辦了中國大陸首款畜牧業價格指

數型保險產品，對因生豬價格下滑造成損失的部分給予補償，提供了養殖戶有

效的避險工具並保障了其收益的穩定。 

        102 年 5 月，在大陸保監會及北京市政府的認可下，安華農險公司在北京

開辦「生豬價格指數保險」，該保險係約定保險期間內之豬糧比，如低於投保人

和保險人雙方協商約定的豬糧比時，視為保險事故發生，則保險人按約定賠償；

而豬糧比係指「生豬出場價格」與「玉米批發價格」的比值，而約定的比值係

以生豬生產盈虧平衡點的「6:1」。 

    2.投保限制 

    (1)限北京，內蒙，遼寧，吉林，山東，四川養殖戶購買，且不能跨地域投保。 

    (2)在當地從事生豬養殖時間 1年(含)以上。 

    (3)保險期間內持續養殖生豬。 

    (4)飼養生豬的品種在當地飼養 2年(含)以上。 

    3.保險及理賠案例說明(以人民幣計價) 

    (1)保險金額：每頭 1,200元 

    (2)保險費率：1%；保險費：每頭 12元 

    (3)政府補助：保險費的 80%，農民自付每頭 2.4元 

    (4)理賠金額=「約定」-「實際」豬糧比*約定玉米價(元/公斤)* 

                 單豬平均重量(公斤/頭)*投保頭數 

       例：約定玉米價 2元/公斤、單豬平均重量 100公斤/頭 

           、投保 5,000頭，繳交保費 60,000元(農民自付 20%；12,000 元) 

    (5)理賠說明：當實際豬糧比 5.55：1(低於約定 6：1)啟動理賠 

       實際理賠：(6-5.55)*2*100*5,000=4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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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保信公司 

（一）公司簡介及成立宗旨 

 

103年 1月 15日於北京成立，由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出資，註冊資

本 20億元，且該公司依法受中國保險監理會管理。而該公司主要業務是瞭解保險業

訊息共享的需求後，藉由資訊專業技術，蒐集保險經營管理數據，將逐步提供數據

託管、登記認證、內部結算、作業處理、反欺詐等衍生功能。  

該公司成立宗旨為建置科學、功能完善、安全高效的保險業數據信息共享和對

外交互平台，並利用雲端運算、大數據分析等先進技術，加強信息整合，挖掘數據

價值；期建立標準化及系統性的數據體系，為中國保險整體發展及監管，提供基礎

性的網絡和訊息服務，並提升保險業的經營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農業保險信息管理平台 

    1.成立目的及主要任務 

 

          中國農業保險信息管理平台(下稱農險平台)係為落實「農業保險條例」

和大陸國務院的要求，建立之農業保險信息共享機制，由中國保監會、財政

部、農業部及國家林業局共同組織建立的共同公用平台，並由中國保信公司

負責平台的建設及經營業務。透過與經營農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建立系統對

接，達到對整體農險業務數據的集中管理的目的，該平台提供業務監控、風

險監測、數據統計及訊息查詢等功能服務，以利政府監管部門辦理常規監管

和實地檢查工作。 

          而農險平台主要任務為健全農業保險業務發展，輔助政府監督管理及服

務社會大眾等三大項，謹就農險平台任務內容整理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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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農業保險信息管理平台任務說明 

 

 
主要任務 

 
任務內容說明 

健全農業保 

險業務發展 

 
(1)建立基礎風險數據庫：包括風險區劃、保險費率制定及

大災風險管理 

(2)建立規範的數據標準：優化承保理賠流程、促進系統標

準化及科學化制定市場策略，資源合理配置 

(3)加強風險管理：透過監測及警示系統，規避風險發生 

(4)促進農險轉型升級：積極引入外部數據，促進業務創新，

研究衛星遙感監測系統、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提高農業

科技應用，降低農險業經營成本 

輔助政府監管 

 
(1)開展業務監測：掌握市場風險，防範違法違規行為 

(2)創新監管方式：進行動態監管，提高監管強度 

(3)輔助社會治理：研究大數據分析技術，加強對保險市場

的監理 

服務社會大眾 

 
(1)保障農民權利：提供自主查詢服務，投保農戶可透過手

機 APP及網路等方式，便捷查詢承保及理賠事宜 

(2)保障農民參與權：農險平台公開農險條款、投保理賠流

程、惠農政策、監管要求等，提高農民對農業保險的認

識，及保護農民享受惠農政策的權力 

(3)協助農民合理生產：獲取氣象、農業技術及市場價格等

訊息，教導農民進行防災減損工作，安排合理生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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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農險平台提供農民氣象及農情相關資訊 

 

       

    

    2.發展歷程 

          102 年 3 月在中國國務會召開農業保險專題會議中，明確指示中國保信

公司籌設農險平台，該公司於 104 年 3 月召開農險平台的啟動會議，進行各

項建置平台的準備工作，並於 104年 12月農險平台一期系統全面上線，使經

營農業保險業務的全部 25家保險公司資料對接入農險平台，該平台一期功能

上線後，則平台提供政府部門、監管機構、農業保險公司及投保農戶相應的

業務監控、風險監測、數據統計及信息查詢等服務。 

          105年 11 月農險平台二期系統上線，全險種數據匯集系統全面上線，並

納入自 96年開辦政策性農業保險試辦以來的歷史數據，並將針對全部數據進

一步深化應用功能的服務。而 106 年增加「農險統計分析」及「農險 GIS」

系統，107年陸續增加「監理輔助」、「農戶查詢公視」及「數據質量治理」

等系統功能。未來亦將持續蒐集保險及各類外部數據，配合該平台相關業務

處理規則及監管規則，以辦理全面的動態數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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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農業保險信息管理平台發展歷程 

 

 

 

3.農險平台未來目標 

 

          目前農險平台平台正在加強研析數據價值，未來將逐步打造成五位一體

的多功能平台： 

(1) 基礎數據平台：集中全部農業保險業務數據，結合遙感、災害、氣象等

外部數據，支持產品設計及風險定價等功能。 

(2) 監管輔助平台：利用大數據技術，辦理量化的風險監測、識別、評估和

處理，推進農業保險規範發展。 

(3) 業務支持平台：透過對接保險公司的核心業務系統，搭載公共組件，統

一數據規範，促進保險公司優化作業流程，減少重複建設，降低業務成本。 

(4) 公共服務平台：面向農戶和社會公眾，開展承保理賠查詢、政策信息、

災害預警預報等服務。 

(5) 創新孵化平台：以數據標準化來驅動保險公司信息系統創新，以豐富的

數據體系支持產品創新，以 3S技術應用支持作業模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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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農業保險信息管理平台功能布局圖 

 

 

 

          其中所謂 3S技術，係包括遙感技術(Remote Sensing Technique，RST)、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及衛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農險平台希望透過結合及利用農險營

運創新技術，於主要糧食區域應用試辦，透過實際的操作運用，促進農業保

險業務模式轉型升級。 

 

圖 8：農業保險信息管理平台促進業務模式轉型升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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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農險平台為提升災害風險評估技術，將應用 AIR、RMS等風險評估

模型工具，就農業保險承保、理賠、風險分佈及規模評估分析，選擇不同的

模型、時間、作物種類、災種等，預測相對應的風險分佈、承保及理賠情況。 

 

圖 9：農業保險風險評估模型工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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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考察心得 

（一）凝聚國內個別產險公司保險能量，使農業保險業務穩定經營 

        農業保險危險難以測定，且損失頻率高、損失幅度大，如連年遭遇損失產

生虧損，產險業者只能提高費率或退出保險市場，因此，中國農共體成立的首要任

務便是致力於穩定保險費率，促使農業保險業務穩定經營；在成員公司其承保農業

保險一半以上的風險分進至農共體後，凝聚了大陸各產險公司保險能量，因而強化

農共體面對國際再保市場的議價能力，使產險公司無後顧之憂投入農業保險。 

    對照我國農業保險試辦期間，係由個別產險公司開發保單、自行尋求再保險人，

將承保危險再分散至國際保險市場的方式，絕非長久之計，我國農產物品項多，但

單一品項規模小，產險公司缺乏向再保險市場的議價能力，且因農業保險因涉及農

業專業，國際上願意接受農業保險風險的再保險人並不多，如(再)保險費率無法下

降，將進而影響農民自付保費及政府補助負擔；因此，我國得參考農共體之作法，

發揮國內不同保險主體、不同產區、不同保險商品之間的風險分散作用。 

 

（二）結合科技及保險專業，提升勘查精準度及作業效率 

    近年來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安華農險公司結合科技及保險專業，投入於航空、

機械、電子、測繪、遙感及農險數據等科技勘損之技術研究工作，研發並應用如「RFID

電子標籤」、「衛星遙感及無人機」及「區塊鏈」等高端技術，為農業保險的核保及

理賠提供科學數據佐證，有效提升保險勘查精準度及作業效率。 

    該公司研發的無人機目前作為衛星遙感的輔助手段，並與實地丈量結果進行比

較校正，除在勘查作業上有效節省人力及時間，並克服人員恐無法進入災害地區的

限制，且能夠避免人為因素影響查勘結果的公正性，降低勘損不合理而導致的理賠

糾紛；因此，我國得參考前開科技勘查方式，有助於農業保險之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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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豬價格指數保險，穩定養殖戶收益 

    農業主要面臨的風險有兩類：生產風險與價格風險，前者是因天候條件導致產

量及品質的不確定性，後者是因市場經濟運作所造成的價格波動。不論是產量或是

價格變動，均對於農民收入發生直接影響，這兩類風險在在影響農民收入的穩定性，

尤其當氣候變遷及農產貿易自由化之趨勢下，農民未來所面臨的風險還會提高。 

    而穩定農民收入是各國政府的承諾，增加農民收益是政府努力的目標，農業保

險制度設計應掌握「穩定農民收益」之政策目的，秉持創新的理念開發農險商品，

因此，安華農險公司開辦了中國大陸首款畜牧業價格指數型保險產品，約定保險期

間內之豬糧比，如低於投保人和保險人雙方協商約定的豬糧比時，視為保險事故發

生，對因生豬價格下滑造成損失的部分給予保險賠付，提供了養殖戶有效的避險工

具，並保障了其收益的穩定，可作為我國未來開辦創新農險商品的參考。 

     

（四）積極建置農業保險資料庫，及透過平台整合農險相關資訊 

    為使農業保險市場能穩定運作，政府單位應強化蒐集及分析基礎農險數據的工

作，透過科學分析及專業風險評估，以精確釐訂合理的保險費率；因此，中國保信

公司透過建置保險業數據信息共享和對外交互平台，利用雲端運算、大數據分析等

先進技術，加強信息整合，挖掘數據價值，透過與經營農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建立系

統對接，達到對整體農險業務數據的集中管理的目的。 

    而本次考察中國保信公司的過程中，尤其深感大陸近年對於建置農業保險資料

庫及整合平台的投入與用心，透過農險平台的架構，提供政府監管部門業務監控、

風險監測、數據統計及訊息查詢等功能的支援與服務，對於政府常規監管和實地檢

查工作有極大的幫助；此外，農險平台亦對於農民提供便捷查詢的功能，並增加農

民對於農業保險的認識，及協助農戶透過整合平台，獲取氣象、農業技術、市場價

格及防災減損等訊息，促使農民安排合理生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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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建議 

（一）建立完善農業保險危險分散機制 

    農業保險具有危險集中、損失頻率及損失程度高之特性，農業保險先進國家如

美國、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國，政府均有提供再保險，以提高保險人之承保能力，

我國得參考國外由政府承擔巨災超額賠付風險機制，及成立專責機構辦理再保險及

危險分散的模式，維持農業保險穩定運作。 

    目前農委會研擬「農業保險法」草案所規劃，藉由成立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

作為農業保險制度之中樞機構，承擔保險人移轉之危險，整合向國外為再保險，可

強化議價能力，並於損失率低之年度，累積賠償準備、蓄積承保能量於基金，作為

永續經營之強力後盾；並藉此將各產險公司不同品項、不同型態保單之危險，廣納

於農業保險基金形成大數法則，有效達成危險分散的作用。 

    另農業保險之業務財務規劃，涉及精算、財務工程及專業技能，成立農業保險

基金，可輔助行政機關推行相關事務，並可集合農業保險所涉之產業、保險、再保

險、精算、資訊等領域之專業人才，負責建置農業保險統計資料庫、精算模型、協

助分散危險等，充分配合執行農業政策。 

 

（二）加強農業保險科技勘損之應用     

    我國目前對於實損實賠型保單，面臨勘損人力不足的困難，除設計分區定損方

式，依地理、氣候及栽培現況等條件，劃分區域抽樣勘查，簡化作業程序外，未來

在農業保險勘損技術上，應加強科技之結合應用，可透過宏觀遙感技術、中觀空拍

機航拍判釋及微觀人力勘損三者的運用，結合目前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及農林航空測

量所等單位的既有資源與技術，積極投入試辦品項(如香蕉或水稻)的應用，並實際

參與種植認定及勘災作業，從中累積相關技術參數及操作經驗，有助於加速評估效

益及提升技術水準，期能在降低人力物力的同時，亦提升勘損的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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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農業保險商品創新及多元化 

    農業型態多元，同一農作物於不同地區生長，所面臨的天候威脅各有不同，為

因應不同保險標的特性及農業政策需求，政府應鼓勵及協助產險業者，運用新創保

險技術，開發指數型商品等創新農險商品，解決勘損人力不足的問題，並因地制宜

推出不同類型保單，有效擴大保障範圍，提供農民更多分散經營風險之選擇；此外，

應兼顧去化基差風險，持續強化農險數據數量及質量上的蒐集及分析。 

 

（四）建置我國農業保險資訊平台    

    農委會在擴大試辦期間，除逐步累積實務經驗外，另一項工作的重點便是建置

農業保險的基礎資料庫，目前已籌建「農業保險資訊管理系統」中，將蒐集農民所

投保及理賠的不同品項、地區及規模(如保險費、保險金額、投保件數)等資訊，期

得利用大數據分析挖掘數據價值，以利檢視政策方向、保單費率、資源配置等措施。 

    長期努力方向可評估參考國際作法，由專責機構負責建置及管理「農業保險資

訊平台」，將保險監理、農業、氣象、水利等相關部門資訊加以共用及整合，並串聯

農民生產、財政補貼、土地資訊、災害資訊、損失程度、保險賠償等資訊，透過專

業人才進行精算及分析，研究數據核心價值，提升保費精算能力，並將資訊充分交

流分享於政府、保險業及農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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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交換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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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照片 

 

照片1：拜訪中國農共體 

 

照片2：拜訪安華農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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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拜訪中國保信公司 

 

三、參考資料 

（一）簡報資料 

1.「中國農共體工作概述」簡報資料。 

2.「安華農險公司創新農業保障」簡報資料。 

3.「中國農險平台介紹」簡報資料。 

（二）網站資料 

1. www.ecarp.com.cn/（中國農共體官網）。 

2. www.ahai.com.cn/（安華農險公司官網）。 

3. www.ciitc.com.cn/（中國保信公司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