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试点之花次第绽放 静宁模式引人注目

苹果“保险+期货”试点蹚出期货扶贫特色之路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通过多年的推广，“保险+期货” 试点之花在全国多地次第绽放，但在静宁

县开展的苹果“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项目最为引人注目。

2020年，苹果价格不断走低，但由郑商所支持、银河期货和人保财险甘肃分

公司等在甘肃省静宁县开展的苹果“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项目顺利结束，最

终实现赔付4074.35万元，赔付率180.60%，这也是我国苹果期货价格险实现赔

付金额最高的一个项目。 业内人士认为，经过连续三年的深入探索与不断创新，

静宁县的苹果“保险+期货”试点打造出了静宁模式，也蹚出了一条期货扶贫的

特色之路。

果农吃下“定心丸”

“今年终于如愿了，我们又参加了试点。 ” 在静宁县深沟乡麦顶村，苹果果

农杨文太笑着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他所说的“试点” ，是由郑商所大力支持的

2020年甘肃静宁苹果“保险+期货”试点。 参加试点为何成为果农心愿？ 事情还

要从2018年说起。

2018年是苹果期货上市第二年。 在总结前期棉花、白糖的“保险+期货” 试

点经验基础上，郑商所计划开展苹果“保险+期货” ，并将这一模式复制推广到

甘肃。甘肃是我国苹果优势主产区，同时一直以来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在

甘肃开展苹果“保险+期货”试点，既能够精准扶贫、助力当地打赢脱贫攻坚战，

又能助力苹果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首次试点共5个县，包括静宁。 之所以选择静宁，一方面是由于其是农业农

村部划定的全国苹果优势产区之一，苹果产业经过30多年发展，果园总面积稳

定在100万亩以上，是全国苹果规模栽植第一县。 静宁荣获“中国苹果之乡” 荣

誉称号，静宁苹果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另一方面是由于静宁属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六盘山片区特困地区和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2018年的试点为全县3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1家合作社的3000吨苹果提

供了价格风险保障。 试点结束后，一共赔付了89.44万元，其中贫困户获赔39.65

万元，户均获赔1321元，合作社获赔49.79万元。 有效规避了市场风险，减少了价

格波动给贫困果农带来的损失。

2019年，平凉市和静宁县政府及对口帮扶该县的中投公司、银河证券希望

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能继续实施，并表示愿意提供配套资金。 同时，为探索

“保险+期货” 试点大面积开展可行性，郑商所决定继续在静宁开展试点，并扩

大为县域贫困户全覆盖试点。 该试点投入保费2300万元，其中郑商所补贴资金

1000万元，为全县24个乡镇8713户贫困户投保苹果4.6万吨。

2020年3月，试点赔付1676.34万元，赔付率72.88%，其中参保贫困户获赔

1460.6万元，户均获赔1676.34元。

苹果“保险+期货”让果农在市场环境不利时减少了损失，为贫困果农在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稳定增收脱贫提供了有力支持。

入选国家扶贫典型案例

静宁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的成功，不仅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更多

实实在在的收益。

静宁县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增加参与试点贫困户收入外，至少还

带来了四方面收益：一是帮助果农启发了新思路，以前果农只对自然灾害投保，

现在对价格投保，这就构建了一条从开花到销售的全流程保障；二是增强了当

地企业的竞争力，价格有了托底保障，果农敢存了、企业敢收了，经营更加稳健；

三是带动其它产业发展，存果需求增加，带动了苹果仓储业和纸箱加工业等产

业发展；四是静宁苹果知名度更高了，试点开展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静

宁，宣传试点，无形中增加了静宁苹果知名度。

此外，静宁苹果“保险+期货”也得到了国家“点赞” 。 2019年12月18日，国

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在第89期《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定点扶贫专刊》中专文刊发了

静宁实施苹果“保险+期货”金融扶贫试点的典型做法。该试点是由郑商所出资

1000万元支持，由中投公司、银河证券等单位实施开展。文章指出，苹果“保险+

期货”试点通过链接“小苹果”与“大金融” 市场，探索出一条整合金融资源、做

大产业规模、保障农民收入的新途径，对静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了积极

作用。 2020年，静宁项目经验做法再次被国务院扶贫办《扶贫信息》以专刊形式

刊发。 2021年初，捷报再传，国务院扶贫办评选出2020年“企业精准扶贫专项案

例50佳” ，静宁苹果“保险+期货”试点成为期货行业唯一入选案例。

作为银河证券在静宁挂职的副县长，杜晓光在任职的四年多时间里，持续

推进中国银河与静宁县政府的紧密衔接和有效协调， 同时先后推动了郑商所

“苹果期货交割库” 在静宁成功落地、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在静宁顺利

实施、静宁苹果公司在“新三板” 成功挂牌、京东“静宁扶贫馆” 设立等一系列

的扶贫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脱贫攻坚摆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作

为行业头部期货公司，银河期货积极响应号召，立足行业特色，在精准扶贫方面

不断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深入探索服务‘三农’ 、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道路。 经

过连续3年多的金融扶贫，‘保险+期货’ 在当地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 通过链接‘小苹果’和‘大金融’市场，保障了当地贫困农民的收入，

壮大了静宁苹果产业规模， 为静宁县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 ” 银河期货党委书记、总经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青说。

复制推广遇难题

试点既然成功，就应复制推广，这是各方的共识和期望。 然而，从试点成功

到全面推广，仍面临着诸多难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来源。

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 与之不

同，目前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的保费主要由郑商所出资支持，另有部分资金

由地方政府、期货公司等主体来承担。

以静宁为例， 三年试点郑商所累计支持资金2100万元， 占总保费的

44.53%。 地方政府和帮扶单位合计支持资金2000万元，占比42.41%。 其余部分

由农户自缴和其它参与机构支持等组成。

从小范围试点到大面积推广，需要巨额资金。 例如，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统计数据， 甘肃近年来每年苹果产量600多万吨。 若将静宁试点推广到甘肃全

省，全部用“保险+期货” 模式提供风险保障，需要保费投入约25亿元。 而2020

年静宁试点保费投入是历年最多的，仍不足3000万元。 从县到省，从3000万元

到25亿元，资金差距巨大，依靠郑商所、银河证券等市场力量是无法解决的。

中央财政奖补来了

如何能扩大规模，在更大范围内利用“保险+期货” 这一创新金融模式，是

持续支持“三农”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问题，需要大胆探索新思路。 借财政部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

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的东风，甘肃决定申请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支持，用于开

展苹果“保险+期货”试点。2019年，甘肃在静宁县、秦安县、麦积区、西峰区开展

试点，取得良好效果，赔付金额近4000万元，赔付率为79.84%。 2020年，甘肃在

原有4县区基础上，新增礼县试点。 两年间在5个试点区域，累计投入保费1.25亿

元，承保现货32.04万吨，总保障金额25亿元，服务果农7.39万户，西峰区、礼县等

试点赔付率超过120%。 两年的试点，实现了以财政资金为主推动试点落地实施

的新模式，在财政资金常态化、机制化支持“保险+期货”试点上率先取得突破。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马再兴认为，在中国证监会领导下，期货交易

所不断改进“保险+期货”项目，优化试点业务模式，带动各级财政投入，吸引社

会资金、农户自有资金投入，在助力甘肃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保险

+期货”试点规模逐步扩大，惠及更多的农户，苹果产业的稳定发展在甘肃脱贫

攻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以来苹果期货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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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5 98.82 1.13 1.14

商品期货指数 1442.27 1461.46 1475.32 1439.19 1437.11 24.35 1.69

农产品期货指数 1092.95 1101.45 1108.69 1091.94 1090.65 10.8 0.99

油脂期货指数 752.51 763.68 766.2 748.18 751.68 12 1.6

粮食期货指数 1736.08 1742.49 1748.61 1731.2 1735.13 7.36 0.42

软商品期货指数 743.27 753 762.8 742.3 741.3 11.7 1.58

工业品期货指数 1536.22 1565.85 1583.85 1533.65 1529.09 36.76 2.4

能化期货指数 671.2 688.11 695.74 671.2 666.26 21.84 3.28

钢铁期货指数 2346.45 2371.18 2409.91 2332.64 2346.41 24.77 1.06

建材期货指数 1585.1 1621.76 1640.34 1585.1 1583.87 37.89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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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65 1148.21 1118.47 1135.67 21.49 1133.75

易盛农基指数 1460.32 1504.8 1460.32 1487.09 26.98 1485.69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2月25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2月25日）

“保险+期货” 为蔗农托起“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徐昭

2020年11月20日， 全国唯一的仫

佬族自治县交出了脱贫攻坚的 “仫佬

族答卷” 。 仫佬山乡巨变的背后，有期

货市场的倾情助力。

2018年以来，郑州商品交易所（以

下简称“郑商所” ）连续三年在罗城开

展白糖“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试点。

利用“保险+期货” 这一新型价格风险

管理模式，守护罗城的“甜蜜事业” ，也

为广大蔗农托起“稳稳的幸福” ，为仫

佬族整族脱贫贡献“期货力量” 。

作为一家从农产品期货起家的交易

所，郑商所多年来始终秉持服务“三农”

初心。 自2006年1月白糖期货上市以来，

郑商所以此为抓手， 始终保持与产业企

业、中国糖业协会的沟通，积极服务广西

糖业发展、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尤其是近几年，郑商所主动深入产

业，耐心倾听产业呼声，积极回应产业

建议，两次优化调整交割仓库布局及升

贴水，均取得明显效果，获得广西产业

企业的广泛认可和中国糖业协会的来

信致谢。

2017年4月，白糖期权在郑商所上

市交易。 随着白糖期权市场规模持续

增长、市场功能逐步发挥，郑商所服务

广西糖业发展的广度、 深度得以进一

步拓展。

2016年，郑商所首次开展“保险+

期货” 试点，就将白糖列为试点品种，

接连两年共在广西、云南、广东开展分

散试点项目14个。 2018年是“保险+期

货” 试点建设的第三年，在前两年试点

建设基础上， 为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优化试点模式，展现交易所在服务民族

地区脱贫攻坚中的担当，郑商所将自己

首个“保险+期货” 县域全覆盖试点选

在了罗城。

2019年6月，在各方推动下，试点

交出“高分答卷” 。 最终赔付743.67万

元，涉及全县6164户甘蔗种植户，户均

赔款1206元。 贫困户实实在在尝到了

甜头。家住东门镇燕塘村六上屯的仫佬

族蔗农韦彩平，2018年种植甘蔗35.4

亩，获得补贴2000多元，多一份收益不

仅坚定了她的种植信心，也让她对如期

脱贫多了一份信念。

罗城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试

点是助推罗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

保障，对全县甘蔗种植业产生积极促进

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负

担，为蔗农稳收、增收提供保障。县政府

还为此发来感谢信，对郑商所的“社会

责任及爱心”表示衷心感谢。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役的决胜之

年， 罗城作为当时全国52个未摘帽的

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任务艰巨，意义重

大。 在此重要时点，试点连续第三年为

罗城贫困蔗农保价护航， 承保面积

11.10万亩，覆盖全县蔗农5628户。试点

保险期间为2020年11月24日至2021年

2月23日，最终产生赔付677.10万元，赔

付率83.57%，户均获赔1203元。

谈及未来打算， 郑商所党委书记、

理事长熊军表示，郑商所将立足期货市

场，凝聚各方合力，优化“保险+期货”

试点，创新服务模式，助力各族群众把

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

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

红火。

上期所2020年

天然橡胶精准扶贫结项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期货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 ）获悉，

2020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精准

扶贫及场外期权产业扶贫试点工作

近日已经全部结项，66个项目总计赔

付1.03亿元， 受益胶农超过15万户，

为橡胶产业的稳定发展和如期打赢

脱贫攻坚战贡献了“期货力量” 。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 上期所积极作为，破解新冠肺炎

疫情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发起了66个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精准扶贫及

场外期权产业扶贫试点项目。覆盖海

南、云南25个县，其中15个为原国家

级贫困县。 挂钩天然橡胶现货产量

19万吨，在项目数量、覆盖区域、保

障人数方面均创历史新高。在为更多

的胶农带去更大力度价格托底保障

的同时， 也助力橡胶产业抗疫复产，

积极发挥“服务三农，保驾护航” 的

作用。

据介绍， 为了提升脱贫实效，上

期所在项目管理方面更加注重模式

细节的完善及机制创新。如部分试点

项目从根据理论割胶量计算赔付数

额，到按照实际割胶量进行赔付方式

的转变，大大降低了海南省白沙县等

重点试点县域的“弃割率” 。

2020年， 上期所持续发力场外

期权产业扶贫试点项目， 进一步优

化期货市场及产业资源优势， 通过

产业发展带动区域性脱贫， 成效突

出。 全部项目产生收益达1985.78万

元，收益率达99.3%。 橡胶生产企业

将场外期权产生的这部分收益直接

补贴到收购的胶水价格上， 一方面

直接保障了割胶农户的收益， 促进

其割胶、售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

发挥龙头企业产业扶贫的带动和辐

射作用。

截至2020年， 上期所已经连续

四年开展天然橡胶精准扶贫试点项

目， 累计投入专项资金3.65亿元，为

约30万胶农的近40万吨天然橡胶提

供了价格保障。经过四年来的持续运

行和不断优化， 上期所 “保险+期

货” 精准扶贫及场外期权产业扶贫

试点的运作模式，越来越多地受到社

会各方认可，特别是广大胶农对“保

险+期货” 模式在农业生产经营风险

管理中发挥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

2020年西盟县及孟连县的参保胶农

共自缴保费80余万元， 购买橡胶价

格保险，充分体现了当地胶农对于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 实施多年来取

得效果的认可。

上期所新闻发言人表示， 下一

步，上期所将在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

上，持续引导期货经营主体探索支持

“三农” 发展的新举措，探索形成多

方位、立体化的农业风险管理发展新

模式，探索农产品价格补贴的支农惠

农新路径，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新

征程中谱写期货市场服务“三农” 新

篇章。

大商所：探索以“品牌性” 项目

深化期货市场帮扶路径

●本报记者 郭梦迪

大连商品交易所 （以下简称

“大商所” ）2月24日表示， 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方面， 大商所将保持过渡期帮

扶力度总体稳定， 综合运用产业帮

扶、教育帮扶、健康帮扶等措施，巩

固对口帮扶地区的脱贫成果。 探索

以“品牌性” 项目深化期货市场帮

扶路径，持续推进产业帮扶，突出期

货创新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将期

货市场功能更好地契合到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

据介绍，作为在“三农” 服务中

首倡“保险+期货” 模式的交易所，

2016年至2020年，大商所已累计引

导65家期货公司、14家保险公司、

10家商业银行开展了359个“保险+

期货” 项目。 覆盖玉米、大豆等品种

现货量1065万吨、种植面积2492万

亩， 惠及全国27个省的近112万农

户， 其中包括134个贫困县和50余

万贫困户。

特别是2020年， 为引导期货市

场更好地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

略，并注重支持产业抗疫复产，大商

所在当年 “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

划” 中，共在26个省区开展了132个

“保险+期货” 项目，整体预算较上

一年增长约35%。县域覆盖项目覆盖

省份和项目个数均是历年最多，并重

点面向52个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县，

立项支持了44个 “保险＋期货” 扶

贫项目，其中11个种植类项目、33个

养殖类项目。涉及玉米、豆粕、鸡蛋等

品种和生猪饲料指数，累计服务农户

约20万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17.4万

户， 其中更有27个项目投保农户全

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定点帮扶金阳县中， 面向生

猪、蛋鸡、肉鸡养殖户推出饲料成本

“保险+期货” 项目，为4874户农户

（其中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4718

户）的养殖饲料提供价格保障，保障

现货量0.74万吨， 保费总额93.05万

元，赔付133.16万元，助力金阳县实

现脱贫摘帽。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大商所经

过二十年深入研究和产业跟踪，于

今年年初上市了我国首个活体交

割品种———生猪期货。 不仅为我国

生猪养殖产业提供了风险管理的

重要工具，也为相关金融机构拓展

“保险+期货” 服务范围开辟了新

的领域， 有助于落实一号文件对

“促进生猪产业平稳发展”“健全

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

的要求。

据介绍，2021年 “大商所农民

收入保障计划” 将聚焦 “保险+期

货” 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作

用。 一方面，通过种植类县域覆盖项

目进一步联动地方政府， 激发各地

政府统筹管理能效， 在八个粮食主

产省区继续推出玉米、大豆县域覆盖

项目；另一方面，通过养殖类分散项

目，除继续试点鸡蛋价格、饲料成本

“保险+期货” 外，还将加强对保障

生猪价格项目的支持力度，并引导机

构重点服务中小养殖户，进一步发挥

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 为生猪产

业的稳定发展提质增效， 在保护生

猪基础产能、 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

序发展长效机制方面发挥 “保险+

期货” 的积极作用。

此外，大商所还将优化资金支持

比例和落实方式，进一步提升各方机

构参与度，增强项目的可持续性。 相

关实施细则将于近期发布。

果农吃下“定心丸”

“今年终于如愿了， 我们又参加

了试点。 ” 在静宁县深沟乡麦顶村，苹

果果农杨文太笑着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说。 他所说的“试点” ，是由郑商所大

力支持的2020年甘肃静宁苹果“保险

+期货”试点。参加试点为何成为果农

心愿？ 事情还要从2018年说起。

2018年是苹果期货上市第二年。

在总结前期棉花、 白糖的 “保险+期

货” 试点经验基础上，郑商所计划开

展苹果“保险+期货” ，并将这一模式

复制推广到甘肃。 甘肃是我国苹果优

势主产区， 同时一直以来是中国最贫

困的省份之一。 在甘肃开展苹果“保

险+期货” 试点，既能够精准扶贫、助

力当地打赢脱贫攻坚战， 又能助力苹

果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首次试点共5个县，包括静宁。 之

所以选择静宁， 一方面是由于其是农

业农村部划定的全国苹果优势产区之

一，苹果产业经过30多年发展，果园

总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 是全国

苹果规模栽植第一县。 静宁荣获“中

国苹果之乡” 荣誉称号，静宁苹果被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另一方面是

由于静宁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六盘山片区特困地区和甘肃省23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2018年的试点为全县300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和1家合作社的3000吨苹

果提供了价格风险保障。试点结束后，

一共赔付了89.44万元，其中贫困户获

赔39.65万元，户均获赔1321元，合作

社获赔49.79万元。有效规避了市场风

险， 减少了价格波动给贫困果农带来

的损失。

2019年，平凉市和静宁县政府及

对口帮扶该县的中投公司、 银河证券

希望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能继续

实施， 并表示愿意提供配套资金。 同

时，为探索“保险+期货” 试点大面积

开展可行性， 郑商所决定继续在静宁

开展试点， 并扩大为县域贫困户全覆

盖试点。 该试点投入保费2300万元，

其中郑商所补贴资金1000万元，为全

县24个乡镇8713户贫困户投保苹果

4.6万吨。

2020年3月， 试点赔付1676.34

万元，赔付率72.88%，其中参保贫困

户 获 赔 1460.6 万 元 ， 户 均 获 赔

1676.34元。

苹果“保险+期货” 让果农在市

场环境不利时减少了损失， 为贫困果

农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稳定增收脱

贫提供了有力支持。

入选国家扶贫典型案例

静宁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的

成功，不仅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

更多实实在在的收益。

静宁县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增加参与试点贫困户收入外，至

少还带来了四方面收益：一是帮助果

农启发了新思路，以前果农只对自然

灾害投保，现在对价格投保，这就构

建了一条从开花到销售的全流程保

障； 二是增强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价格有了托底保障， 果农敢存了、企

业敢收了，经营更加稳健；三是带动

其它产业发展，存果需求增加，带动

了苹果仓储业和纸箱加工业等产业

发展； 四是静宁苹果知名度更高了，

试点开展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关

注静宁，宣传试点，无形中增加了静

宁苹果知名度。

此外，静宁苹果“保险+期货” 也

得到了国家“点赞” 。 2019年12月18

日，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在第89期

《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定点扶贫专刊》

中专文刊发了静宁实施苹果“保险+

期货” 金融扶贫试点的典型做法。 该

试点是由郑商所出资1000万元支持，

由中投公司、银河证券等单位实施开

展。 文章指出，苹果“保险+期货” 试

点通过链接“小苹果” 与“大金融”

市场， 探索出一条整合金融资源、做

大产业规模、 保障农民收入的新途

径，对静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

了积极作用。 2020年，静宁项目经验

做法再次被国务院扶贫办 《扶贫信

息》以专刊形式刊发。 2021年初，捷

报再传，国务院扶贫办评选出2020年

“企业精准扶贫专项案例50佳” ，静

宁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成为期货

行业唯一入选案例。

作为银河证券在静宁挂职的副县

长，杜晓光在任职的四年多时间里，持

续推进中国银河与静宁县政府的紧密

衔接和有效协调， 同时先后推动了郑

商所“苹果期货交割库” 在静宁成功

落地、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在

静宁顺利实施、静宁苹果公司在“新

三板” 成功挂牌、京东“静宁扶贫馆”

设立等一系列的扶贫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把脱贫攻坚摆到前所未有的新高

度。作为行业头部期货公司，银河期货

积极响应号召，立足行业特色，在精准

扶贫方面不断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深

入探索服务‘三农’ 、服务实体经济的

创新道路。 经过连续3年多的金融扶

贫，‘保险+期货’ 在当地已经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通过链

接‘小苹果’ 和‘大金融’ 市场，保障

了当地贫困农民的收入， 壮大了静宁

苹果产业规模， 为静宁县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 银

河期货党委书记、总经理、扶贫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杨青说。

复制推广遇难题

试点既然成功，就应复制推广，这

是各方的共识和期望。然而，从试点成

功到全面推广，仍面临着诸多难题。其

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来源。

在我国，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

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 与

之不同，目前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

的保费主要由郑商所出资支持， 另有

部分资金由地方政府、 期货公司等主

体来承担。

以静宁为例， 三年试点郑商所累

计支持资金2100万元， 占总保费的

44.53%。 地方政府和帮扶单位合计支

持资金2000万元，占比42.41%。 其余

部分由农户自缴和其它参与机构支持

等组成。

从小范围试点到大面积推广，需

要巨额资金。例如，根据甘肃省农业农

村厅统计数据， 甘肃近年来每年苹果

产量600多万吨。 若将静宁试点推广

到甘肃全省，全部用“保险+期货” 模

式提供风险保障，需要保费投入约25

亿元。 而2020年静宁试点保费投入是

历年最多的，仍不足3000万元。 从县

到省，从3000万元到25亿元，资金差

距巨大，依靠郑商所、银河证券等市场

力量是无法解决的。

中央财政奖补来了

如何能扩大规模， 在更大范围内

利用“保险+期货” 这一创新金融模

式，是持续支持“三农” 发展必须解决

的问题。

为解决问题， 需要大胆探索新思

路。 借财政部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

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的东风，

甘肃决定申请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支

持， 用于开展苹果 “保险+期货” 试

点。 2019年，甘肃在静宁县、秦安县、

麦积区、西峰区开展试点，取得良好效

果，赔付金额近4000万元，赔付率为

79.84%。2020年，甘肃在原有4县区基

础上，新增礼县试点。 两年间在5个试

点区域，累计投入保费1.25亿元，承保

现货32.04万吨， 总保障金额25亿元，

服务果农7.39万户，西峰区、礼县等试

点赔付率超过120%。 两年的试点，实

现了以财政资金为主推动试点落地实

施的新模式，在财政资金常态化、机制

化支持“保险+期货” 试点上率先取

得突破。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马再

兴认为，在中国证监会领导下，期货交

易所不断改进“保险+期货” 项目，优

化试点业务模式，带动各级财政投入，

吸引社会资金、农户自有资金投入，在

助力甘肃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保险+期货” 试点规模逐步扩

大，惠及更多的农户，苹果产业的稳定

发展在甘肃脱贫攻坚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试点之花次第绽放 静宁模式引人注目

苹果“保险+期货”试点蹚出期货扶贫特色之路

通过多年的推广，“保险

+期货” 试点之花在全国多地

次第绽放，但在静宁县开展的

苹果“保险+期货” 县域全覆

盖项目最为引人注目。

2020年，苹果价格不断走

低，但由郑商所支持、银河期

货和人保财险甘肃分公司等

在甘肃省静宁县开展的苹果

“保险+期货” 县域全覆盖项

目顺利结束， 最终实现赔付

4074.35万元， 赔付率高达

180.60%， 这也是我国苹果期

货价格险实现赔付金额最高

的一个项目。 业内人士认为，

经过连续三年的深入探索与

不断创新，静宁县的苹果“保

险+期货” 试点打造出了静宁

模式，也蹚出了一条期货扶贫

的特色之路。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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