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保险保费增速跑赢财险业

“定制范儿”护航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薛瑾

中国银保监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速超过20%，远高于财险行业增速，成为除健康险外财险领域保费增速第二的大险种。

“推动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做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保险服务。 ”“提标扩面增品，持续完善风险保障体系。 ”多地银保监局在近日相继召开的2021年工作会议上给予农业保险“特别关注” 。

保费增长快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农业保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815亿元，相较于上一年的672亿元，同比增长21.3%；财险行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3584亿元，相较于上一年的13016亿元，同比增长4.4%。 农业保险保费增速大幅跑赢财险行业增速。

数据还显示，除了农业保险，在财险领域的各大险种中，2020年企业财产保险保费增速为5.6%，家庭财产保险保费增速为0，车险保费增速为0.7%，工程保险保费增速为16.9%，责任保险保费增速为19.7%、保证保险保费增速为-18.4%、健康险保费增速为32.6%，意外险保费增速为2.7%。 农业保险保费增速仅次于健康险，在财险领域各险种中位列第二。

近日，各地银保监局2021年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农业保险发展被多地银保监局列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积极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特色农险占比达到23%。 ” 2月2日，安徽银保监局2021年工作会议对新一年农业保险发展提出上述目标。

大连银保监局在2021年工作会议中表示，鼓励保险公司创新农险险种，开展生猪养殖饲料成本期货保险，首创增殖放流苗种保险。 推动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 ，做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保险服务。

广西银保监局也提出，立足广西农业产业发展及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持续推动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

“定制化”特色保险

农业保险在各地多点开花，都在快速且创新性地融入当地的农业发展。 目前，全国各大中小保险公司承保的农作物品种多达数百种，保险类型覆盖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等，“保险+期货”等创新形式获得复制和推广，不少创新产品受到农户欢迎。

日前，广西南宁推出全国首款专为茉莉花定制的农业保险。 在南宁，马山县的羊养殖险、上林县的小龙虾和澳洲淡水龙虾养殖险、横县的百香果种植险等都成为当地“特色险” 。

“定制化”也受到多地监管部门重视。 山东银保监局要求保险机构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创新特色农产品险种，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产品体系；进一步发挥奖补政策作用，建立特色险种储备机制，逐步实现“一县一品” ；同时，探索开展“农业保险+” ，推进农业保险与信贷、担保、期货（权）等金融工具联动。

天津银保监局在前期试点开展地方特色葡萄种植保险、冬枣种植保险等基础上，推动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出台《关于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的通知》；将试点地方优势特色险种由6个扩大为48个，包括小站稻、稻田蟹、沙窝萝卜等。

广西创新开展了牡蛎、对虾、芒果等地方特色险种，积极探索气象指数、价格指数、收入保险等创新型险种试点，开发了油茶收入保险、猪饲料价格指数等。

科技赋能加速

农业保险发展提速，离不开科技赋能。 业内正在积极探索应用先进技术手段推进农业保险发展。

“传统农业保险承保业务一直存在投保手续繁琐、档案资料繁杂重复等问题，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保险的推广普及。 ”有保险人士称，新技术可节省人力，缩短定损时间，提高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效率，降低险企的经营管理成本，提高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

多家险企正大力推进数字农业场景下的风险解决方案。 如人保财险研发AI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农业保险可视化云平台，推进3S技术、猪/牛脸识别、水下探测技术、牲畜物联传感设备等技术在农险经营管理中推广应用。 国寿财险在养殖险方面推出生物AI特征识别技术，建立起基于区块链的国寿财险养殖险承保理赔全流程线上封闭运营模

式，建立智能化、数字化、去中心化线上共享运营平台，实现食品安全管控、保险服务、防疫监管等领域的线上实时、数据化、真实动态数据闭环管理；种植险方面，引用铁塔遥感技术，依托“星、空、气、视、地”五位一体的种植业保险技术体系对承保标的物的生长进行足不出户、全流程实时监控预警，实现“按图承保”“按图理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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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价值投资之锚 破解“一九”分化僵局

●

本报记者 吴瞬

2021年以来，A股风格从“二八” 分化演

化到“一九” 分化。 有散户投资者直言：2021

年开局不利。

分析人士指出，在“一九” 极端风格下更

应坚守价值策略， 每一轮调整都是抄底优质

标的股的好时机。

分化格局加剧

1月，A股上演“小阳春” 行情，上证指数

一度冲上3600点，创5年新高，沪深两市单日

累计成交额多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但恰恰就

是在此背景下， 不少散户投资者不仅没赚到

钱，甚至还出现亏损。

小刘（化名）是一名90后新股民，他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1月以来他个人账户已遭受

5%的本金亏损，虽然亏损幅度不大，但他感觉

很沮丧。

究其原因，他在1月市场高点时追高白酒

股，不料遭遇白酒板块调整，转而迅速斩仓，

持仓时间不过3日；市场热门的新能源题材股

他也有参与， 但往往也是遭遇一些亏损就迅

速卖出，没有等到“迟来的上涨” ；此外他还

投资了几只小市值成长股。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调整好心态，盲

目追高又不懂坚持， 一遇到下跌就忍不住斩

仓。 ” 小刘表示，他接下来还会继续参与A股交

易，但肯定会汲取之前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1月以

来，沪深两市累计上涨股票仅有942只，占比

22.57%， 涨幅超过10%的股票只有407只，占

比9.75%，市场行情从“二八” 分化演化为“一

九” 分化。

资金热衷抱团

2月1日和2月2日， 虽然上证指数分别上

涨0.64%和0.81%，但从个股层面来看，A股市

场依然是“一九” 格局，抱团股似有卷土重来

之势。

以2月2日为例，食品饮料、建筑材料、汽

车是当天资金抱团最为紧密的三大板块，截

至收盘时 ， 这三大板块分别上涨 1.69% 、

1.32%、1.14%，涨幅排位集体靠前；涪陵榨菜、

洽洽食品、长城汽车、长安汽车涨停，泸州老

窖上涨9.38%。

对此，中欧瑞博董事长吴伟志表示，在以

前A股牛市中， 虽然龙头行业与公司领涨，但

其他“配角” 基本上也能跟上“大部队” ，大

家多少都能赚点牛市的钱。“但这一轮牛市发

展到现在，身边的‘队友’ 好像越来越少，资

金似乎被‘虹吸’ 走了。 投资者要么卖掉不涨

的股票去买热门股，要么买公募基金去了，伙

伴越来越少。 ”

“这种现象在A股历史上没出现过，但如

果参考美股发展历史，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

当下中国股市发展阶段， 貌似具备美股1972

年与1999年这两段历史时期的一些特征。

1972年前后， 美国投资主体机构化趋势日渐

明显， 资金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专业机构投资

者手中，资金开始往好赛道中的好公司集中，

即便估值不便宜， 但基金经理出于资产配置

需求，仍不断推高优质公司的估值，最终造就

了当年的‘漂亮50’ 传说。 ” 吴伟志说。

紧握优质公司

随着近两日抱团股卷土重来， 未来行情

如何演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吴伟志表示，整体的牛市依然没有结束。

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全市场太快形成牛市共

识，资金加速入市，市场加速奔向泡沫。 只有

“慢” 下来，才有可能实现“不疾而远” 。

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指出，此

前很多白龙马股在获利盘抛压之下出现较大

幅度调整； 一些投资者对于白龙马股的高估

值存在分歧， 也导致了这些优质股票回调。

“这些白龙马股是真正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

公司，每一轮调整都是抄底的好时机。 ”

杨德龙表示，白龙马股具有稀缺性，无论

是机构资金还是散户资金都会或多或少地配

置这些优质公司的股权， 过分拘泥于市盈率

反倒会错失机会。

而在吴伟志看来， 目前市场上结构性泡

沫与结构性低估并存， 这一轮不是系统性下

跌，而是结构性调整。“总体来说，这阶段应坚

持打持久战策略。 立足长期视角，优质权益类

资产一定是各大类资产中最好的选择。 ”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2月4日）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96.59 96.94 -0.35 -0.36

商品期货指数

1313.7 1329.79 1329.99 1312.81 1311.19 18.6 1.42

农产品期货指数

1016.08 1029.53 1031.32 1015.12 1016.86 12.67 1.25

油脂期货指数

657.53 665.69 667.36 656.25 659.85 5.84 0.89

粮食期货指数

1698.41 1706.26 1708.61 1694.02 1699.66 6.6 0.39

软商品期货指数

705.39 712.84 715.35 703.73 704.85 7.99 1.13

工业品期货指数

1370.14 1390.06 1390.3 1367.87 1365.81 24.25 1.78

能化期货指数

595.85 604.33 604.39 594.42 594.19 10.14 1.71

钢铁期货指数

2104.12 2158.65 2159.66 2098.19 2099.69 58.96 2.81

建材期货指数

1426.46 1452.5 1454.02 1423.4 1424.63 27.88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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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成京沪粤“金改热词”

●

本报记者 李岚君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梳理2021年各地

“两会” 期间代表委员们的议案与提案、政府

工作报告等，发现不少热点：不少地方注重金

融改革试点，数字人民币成为高频词。

京沪粤注重金融改革试点

作为我国金融机构“扎堆” 的核心地区，

北京、 上海、 广东三地2021年 《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的金融举措，无疑“剧透” 出今年我

国金融政策的部分发力点。

广东省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与积极防范化解经济

领域重大风险列入今年的重点工作。 在深化财

税金融体制改革上，报告提出要推进金融强省

建设，提升广州、深圳中心城市金融能级，深化

城商行、农商行改革，做大做强地方金融机构。

抓好广州期货交易所建设，支持深交所完善上

市制度、开展“新三板”转板试点。 大力发展绿

色金融。

北京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

出，将率先落地国家金融对外开放政策。 推动

出台实施绿色金融、科创金融两个改革创新试

验区方案，加快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

区建设，推进数字货币试点应用，完善“监管

沙箱” 实施机制，着力发展财富管理、基础设

施金融等新兴金融业务。 推动新三板改革，发

挥好首贷、续贷、确权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中心作用。 加快设立金融法院。

上海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要

推动金融对外开放和探索发展人民币离岸交

易。 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今年上海将持续推动

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集聚一批功能性、总部型

机构，并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 上海将促进贸易

创新发展，大力发展离岸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

同时，上海将加快培育一批“硬科技” 企业科创

板上市，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值得注意的是， 数字人民币成为高频词。

除北京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

数字货币试点应用外，包括上海市、广东省等

在内的多地《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大力推

进数字人民币试点。

应用场景料持续丰富

数字人民币渐行渐近，先后在深圳、苏州

等地完成多轮试点测试，且测试规模、测试场

景以及参与机构不断实现突破。目前数字货币

处于什么阶段？存在哪些安全性或场景方面的

挑战或者难点？

在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钱军看来，目前实施的数字人民币尚处于第一

阶段， 也就是M0， 其功能是替代流通中的现

金。虽然目前数字人民币不能完全取代第三方

支付公司的作用，但数字人民币不仅仅是来自

央行的数字货币，更承载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历

史重任。

钱军表示， 未来跨境支付是数字人民币

最重要应用方式之一。“目前跨境支付仍然是

以美元和欧元为主， 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的分

量远远小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分量， 但随

着数字人民币与区块链等技术结合，其高效、

安全、低成本，以及能够解决反恐反洗钱需求

等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将会提高。 ”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分析认为，数字人民

币正在渐进式重构支付体系，其产生的影响既

体现在商户端，例如终端设备铺设、收银方式

等，也反映在用户端，例如“碰一碰”“子钱包

推送” 以及可穿戴设备等，建议未来数字人民

币团队在优化技术的同时，不断丰富数字人民

币APP的功能与场景，实现更多用户的留存。

苏筱芮预计，后续试点将在线上使用场景

方面得到更大突破，未来数字人民币会逐步渗

透出行、电商、短视频等零售场景。从金融科技

的发展大趋势看，未来还将往产业方向实现更

多渗透，在企业贸易、供应链金融等实体经济

领域大显身手。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037.3 1055.36 1035.33 1052.28 15.04 1044.53

易盛农基指数

1369.82 1395.01 1366.5 1392.42 19.63 1373.5

农业保险保费增速跑赢财险业

“定制范儿” 护航乡村振兴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2月4日）

重疾险“换装”完毕“爆买热”回归理性

●

本报记者 薛瑾

重疾险“销售热” 近日迅速降温。 “这两

天咨询重疾险的客户少了很多。 ”某互联网保

险平台销售人员小张告诉记者。 仅仅一周前，

她还经常加班加点忙到半夜， 回答客户咨询、

帮助客户选购重疾险产品。

2月1日，重疾险新规实施，基于旧规范开

发的重疾险产品全部下架。此前，“择优理赔”

方案和中介机构宣传攻势联袂激发消费者

“抢购热” ，经历喧嚣后的市场目前重归平静。

春节后料陆续“上新”

“我们平台这两天只上线了几款重疾险

产品， 比上个月少了很多。 保险公司大面积

‘上新’ 估计要等到春节后。 ” 小张称。

此前重疾险销售火热，导火索在于保险公

司推出“择优理赔” 方案，很多保险中介以此

为卖点吸引客户 “抢搭末班车” 。 “择优理

赔” ，简单地说就是投保旧版重疾险产品的客

户既可以按照旧版重疾险的定义来理赔，也可

以按照新版重疾险定义来理赔。

“我在1月31日咨询保险经纪人，晚上9点多

付款完毕就出单了，赶上了‘末班车’ 。 ”“上周

用年终奖买了两份重疾险产品。 ”不少消费者特

别是年轻消费者在新规实施之前火速出手抢购。

“新产品没有‘择优理赔’ ，目前可供选

择的新产品数量也不多，即便有消费者过来咨

询，也很少直接下单购买。 ” 小张说：“新的重

疾险产品刚刚面市，预计经过一段时间竞争整

体价位会有所下降。建议有需要的客户等到春

节后再购买。 ”

衡量需求和预算

事实上，重疾险产品并非人人适合，业内

人士提示，切勿跟风购买。

“宁可不买，也不要乱买。 ” 某分析人士

说：“比如重疾险，保费高、期限长，冲动购买

的话一旦后悔，前几年现金价值很低，退保基

本上拿不回什么本钱。 ” 该人士提醒，消费者

要明确自身需求，同时衡量自己的预算。 对于

没有家庭负担的年轻人，建议第一优先配置医

疗险和意外险产品。

有保险研究人士表示，重疾险“要么全额

赔，要么一分不赔” 的产品特性，决定了它不

适用于作为医疗费用的补偿。如果消费者只是

想要一份大病保障，担心没钱看病，更应该购

买医疗险而不是重疾险。

“百万医疗险是根据生病治疗的实际花

费来进行报销，一般有1万元的免赔额，大病

小病都保障，它是对医保的补充，能够减少投

保人医疗费用支出。重疾险一般是确诊了就赔

付，比如恶性肿瘤，一旦确诊赔付50万。 这笔

钱不限用途， 可以治病用也可以作为收入损

失。 ” 小张表示，一般建议“家庭顶梁柱” 除了

配置医疗险还可以另外配置一个重疾险。“购

买时一定要进行健康告知，大多数理赔纠纷就

是因为健康告知不充分。 ”

竞相升级产品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销售降温并非因为新版重

疾险产品不如旧版产品。 此次调整是一次升

级，让规范更加适应现实社会，也可以减少保

险纠纷。

旧版重疾险多是疾病发生后一次赔付，不

再续保。 但按照新规，某些疾病将按照轻重两

级赔付，并可续保，轻症赔付只赔一部分保额，

保单还是继续有效；此外，赔付病种数量增加，

原有25种重疾定义完善扩展为28种重度疾病

和3种轻度疾病，保障范围也适度扩展。

例如按照旧规， 冠状动脉搭桥要求开胸，

但新的重疾规范已经不再要求开胸，而是要求

切开心包，微创冠脉搭桥可按重疾赔付，赔付

金额更高。

目前很多保险公司都在紧锣密鼓地推出

新定义重疾险产品。 多家保险公司透露，正在

升级理赔服务，涉及规模化定制等，有的还加

强产业链延伸，将重疾险产品创新和健康管理

产业相融合。

保费增长快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农业保

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815亿元， 相较于上一

年的672亿元，同比增长21.3%；财险行业实现

原保险保费收入13584亿元，相较于上一年的

13016亿元，同比增长4.4%。 农业保险保费增

速大幅跑赢财险行业增速。

数据还显示，除了农业保险，在财险领域

的各大险种中，2020年企业财产保险保费增

速为5.6%，家庭财产保险保费增速为0，车险保

费增速为0.7%， 工程保险保费增速为16.9%，

责任保险保费增速为19.7%、 保证保险保费增

速为-18.4%、健康险保费增速为32.6%，意外

险保费增速为2.7%。农业保险保费增速仅次于

健康险，在财险领域各险种中位列第二。

近日，各地银保监局2021年工作会议相继

召开，农业保险发展被多地银保监局列为今年

的工作重点之一。 “积极支持农业保险发展，

特色农险占比达到23%。 ” 2月2日，安徽银保

监局2021年工作会议对新一年农业保险发展

提出上述目标。

大连银保监局在2021年工作会议中表示，

鼓励保险公司创新农险险种，开展生猪养殖饲

料成本期货保险，首创增殖放流苗种保险。 推

动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 ，做好乡村振兴

重点领域保险服务。

广西银保监局也提出，立足广西农业产业

发展及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持续推动农业保险

提标扩面增品。

“定制化” 特色保险

农业保险在各地多点开花，都在快速且创

新性地融入当地的农业发展。 目前，全国各大

中小保险公司承保的农作物品种多达数百种，

保险类型覆盖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等，“保险+

期货” 等创新形式获得复制和推广，不少创新

产品受到农户欢迎。

日前，广西南宁推出全国首款专为茉莉花

定制的农业保险。在南宁，马山县的羊养殖险、

上林县的小龙虾和澳洲淡水龙虾养殖险、横县

的百香果种植险等都成为当地“特色险” 。

“定制化” 也受到多地监管部门重视。 山

东银保监局要求保险机构进一步扩大农业保

险覆盖面，创新特色农产品险种，构建多层次

农业保险产品体系； 进一步发挥奖补政策作

用，建立特色险种储备机制，逐步实现“一县

一品” ；同时，探索开展“农业保险+” ，推进农

业保险与信贷、担保、期货（权）等金融工具

联动。

天津银保监局在前期试点开展地方特色

葡萄种植保险、冬枣种植保险等基础上，推动

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出台 《关于开展特色农

产品保险试点的通知》；将试点地方优势特色

险种由6个扩大为48个，包括小站稻、稻田蟹、

沙窝萝卜等。

广西创新开展了牡蛎、对虾、芒果等地方

特色险种，积极探索气象指数、价格指数、收入

保险等创新型险种试点， 开发了油茶收入保

险、猪饲料价格指数等。

科技赋能加速

农业保险发展提速，离不开科技赋能。 业

内正在积极探索应用先进技术手段推进农业

保险发展。

“传统农业保险承保业务一直存在投保

手续繁琐、档案资料繁杂重复等问题，不仅浪

费了大量资源，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保

险的推广普及。 ” 有保险人士称，新技术可节

省人力，缩短定损时间，提高农业保险承保理

赔效率，降低险企的经营管理成本，提高农户

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

多家险企正大力推进数字农业场景下的

风险解决方案。如人保财险研发AI数字农业综

合服务平台、农业保险可视化云平台，推进3S

技术、猪/牛脸识别、水下探测技术、牲畜物联

传感设备等技术在农险经营管理中推广应用。

国寿财险在养殖险方面推出生物AI特征识别

技术，建立起基于区块链的国寿财险养殖险承

保理赔全流程线上封闭运营模式， 建立智能

化、数字化、去中心化线上共享运营平台，实现

食品安全管控、保险服务、防疫监管等领域的

线上实时、数据化、真实动态数据闭环管理；种

植险方面，引用铁塔遥感技术，依托“星、空、

气、视、地” 五位一体的种植业保险技术体系

对承保标的物的生长进行足不出户、全流程实

时监控预警，实现“按图承保”“按图理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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