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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保险服务乡村振兴 

摘要 

我国农村房屋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截至 2022 年 8 月底，

从最新排查数据看，全国约 50 万个行政村范围内有 2.24 亿户农

村房屋(以下简称“农房”)，总建筑面积达 407.90 亿平方米。

农村房屋面临着洪水和台风等自然灾害风险，以及施工问题和

随意改建带来的工程质量风险等，近年来，发生了如山西省临

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坍塌（造成 29 人死亡）等重

大事故。

提高农房安全保障水平，实现农村居民安居乐业，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内容。2004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八年均重

点关注三农问题，为农房保险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农房保险成为了农村房屋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积极发展政策性农房保险，为农村住房遭受自然灾害损失

提供经济补偿，在抗灾自救、重建家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积极发展农房安全综合保险，保费主要用于为农村老旧房

屋提供动态监测服务，加强事前预防和房屋解危处置。

加快发展农房保险，可考虑从两方面发力:一是推动建立中

央财政支持型政策性农房保险制度；二是推动农房安全综合保

险扩面，进一步开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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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房屋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截至 2022 年 8 月底，从最新排查数据

看，全国约 50 万个行政村范围内有 2.24 亿户农村房屋（以下简称“农房”），总

建筑面积达 407.90 亿平方米。农村自建房 2.18 亿户，建筑面积 384.39 亿平方米；

其中，有 860.70 万户用作经营，约占农村自建房的 4%。农房面临着洪水和台风

等自然灾害风险，以及施工问题和随意改建带来的工程质量风险等，近年来，发

生了如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坍塌（造成 29 人死亡）等重

大事故。 

提高农房安全保障水平，实现农村居民安居乐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2004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十八年均重点关注三农问题，为农房保险的

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农房保险已成为农房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一、发展政策性农房保险，为农村住房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提供经

济补偿 

政策性农房保险目前已在 28 个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程度地开

展，覆盖超过八千万农户，农户覆盖率约 40%，其中福建、浙江、广东、西藏、

贵州、江西、湖南等地实现全辖统保。各地在开展政策性农房保险过程中，因地

制宜，适应当地市场需求，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福建省实践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闽政文〔2006〕388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实施方案的通

知》（闽政办〔2016〕161 号）、《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

善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的通知》（闽应急〔2022〕117 号）等政策文件先后

发布。政策性农房保险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政府主导、财政扶持、市场

运作、自愿参保”为原则，以“三者兼顾、两低一保”（即：兼顾投保人缴费能

力、财政补贴能力、保险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实行低保额、低保费、保成本）为

基础，逐步完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受灾群众基本利益。 

承保方式。省政府授权省民政厅与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签订福建省政策性

农房保险协议，并实行年签制。同时，各市、县（区）民政局与当地人保财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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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签订保险合同。 

保费分担和理赔标准。基础保险保费 5000 万元，由省级财政全额支付。基

础保险具有普惠性，全省所有农户房屋因灾受损均可享有基础保险理赔，2016

年每户最高理赔金额为 1 万元，2022 年每户最高理赔金额增至 1.6 万元。 

叠加保险每户保费 12 元，其中：普通农户自缴保费 3 元、各级财政每户补

贴 9 元（省、市县财政分担比例详见表 1）。全省低保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个人

自缴保费（3 元／每户）由省级财政全额支付。2016 年,叠加保险每户最高理赔

金额为 2.5 万元；2022 年每户最高理赔金额增至 4 万元。 

表 1  叠加保险保费财政补贴分担表 

档次 补助分档 
省级财政补助 

（每户） 

市县财政补助 

（每户） 

第一档 

闽清、永泰、平潭、明溪、清流、宁化、大田、

尤溪、沙县、将乐、泰宁、建宁、邵武、建阳、

顺昌、建瓯、浦城、武夷山、光泽、松溪、政

和、福鼎、霞浦、福安、古田、屏南、寿宁、

周宁、柘荣、仙游、云霄、漳浦、诏安、东山、

南靖、平和、华安、长汀、永定、上杭、武平、

漳平、连城、安溪、永春、德化、延平、三元、

蕉城 

7 元 2 元 

第二档 
连江、罗源、南安、长泰、荔城、城厢、涵江、

秀屿 
6 元 3 元 

第三档 
闽侯、永安、福清、芗城、龙文、龙海、惠安、

晋江、石狮，新罗，福州、泉州市辖区 
5 元 4 元 

资料来源：《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村住
房保险工作的通知》（闽应急〔2022〕117 号）。 

2022 年，福建省农房保险统保制度已运行 16 年，在历次大灾面前，快速理

赔，确保灾后重建，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好评。2010 年 6 月中旬，福建省

持续发生暴雨到特大暴雨，8 个设区市、60 个县（市、区)、639 个乡镇共计 165.23

万人受灾、3.76 万间房屋倒塌；承保公司迅速抽调全省 200 多个查勘理赔小组

550 余人，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支付赔款 8842 万元。2015 年 5 月和 7 月龙

岩长汀和连城分别发生特大暴雨，当地承保公司迅速响应，理赔系统人员全力投

入到查勘定损、案件理算、资金拨付等各项工作中，确保灾后理赔服务及时到位，

共计勘查 2381 户，支付赔款 1537.94 万元。由此可见，政策性农房保险缓解了

应急救灾对财政带来的压力，提升了政府救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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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省实践 

浙江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政策性农

村住房保险工作的通知》（浙政发[2006]67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政

策性农村住房保险试点转为日常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明电[2009]278 号）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和规范政策性农房保险发展。 

2006 年 11 月，浙江省正式启动政策性农房保险试点工作，在减灾救灾工作

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尝试实现政府责任与市场运作的有机结合。从 2010 年开

始，试点工作转为经常性工作。2007 年至 2021 年，浙江省（不含宁波）政策性

农房保险累计承保 11951 万户，农户参保率达 94.7%，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共向

受灾农户支付赔款 9.05 亿元。 

承保公司根据历年风险系数，将全省划分为一类风险区域与二类风险区域。

一类风险区域每户农户每年保费 15 元，其中农户交费 5 元，省财政补助 4 元，

市、县财政补助 6 元；二类风险区域每户农户每年保费 10 元，其中农户交费 3

元，省财政补助 3 元，市、县财政补助 4 元。全省约 32 万户农村低保户和分散

供养五保户的保费由政府财政实行全额补助。自 2012 年 12 月起，每户最高理赔

金额为 2.25 万元。 

政策性农房保险按照“政府补助推动+农户自愿交费+市场经营运作”方式，

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以丰补歉、自负盈亏”，具备保险范围广、保障程

度高、农户负担低、支持政策好、理赔操作性强、理赔速度快的特点。 

（三）总结 

第一，政策性农房保险注重“保基本”。政策性农房保险以政府补助为主，

通过统筹各级财政救灾补助资金，基本满足农村住房灾后重建资金需要，受灾农

村居民的灾后恢复重建能力明显增强。 

第二，平滑财政波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自然灾害带来的农村住房损毁事

故存在偶然性，但一旦发生，各级政府要采取一系列抗灾救灾应对措施，救灾资

金需求可能超出常规预算，给地方财政造成较大压力。政策性农房保险可以作为

财政常规预算的有效补充，减轻应急性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提高各级地

方政府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紧急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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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救灾。保险公司在基层建立了核灾定损理赔网络，

为查核基层灾情提供了参照依据，提高了救灾资金补助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

性和使用效率。 

二、发展农房安全综合保险，为农村老旧房屋提供动态监测服务 

农村房屋（以下简称“农房”）存在“不太有人管，不太有法管”现象。造

成此类现象原因，一是房屋基数大，现有管理人员不足；二是无相关法规约束，

房屋本体面积不大、楼层不高，专业施工队不愿承接此类小规模工程，施工仅凭

业主个人喜好进行，房屋的选址、外观、内部格局等具有随意性，为典型的“三

无工程”——无设计图纸、无施工队伍资质、无施工监理单位建设，房屋质量安

全无法得到保障。经过 20、30 年使用，房屋安全问题已到达集中爆发期。 

为化解农房安全治理难题，宁波市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积极作为，自 2017

年起探索运用“保险+监测服务”模式，开创了农房安全治理新局面，具体情况

如下： 

（一）政策文件 

2017 年，宁波市住建委《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危旧房排查治理改造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在做好政策性农房保险的同时，积极拓展房屋倒塌致人员伤亡的

保险赔偿险种。 

（二）运营实践 

借鉴宁波市城镇住房综合保险“保险+监测服务”模式经验，2017 年起宁波

市一部分区县（市）开展农房“保险+监测服务”项目，该项目集风险保障和监

测服务于一体，一是提供农房倒塌导致的人员伤亡保障，二是有关部门将农房安

全日常巡查和监测服务交由保险机构采购并管理，并为危旧房屋建档立册，配合

政府做好危旧房解危工作。目前江北区、奉化区、鄞州区、海曙区、宁海县已陆

续开展农村房屋“保险+监测服务”项目，积极预防农房安全事故发生，为农民

筑起了一道防灾减灾的安全屏障。 

宁波市农房安全综合保险总体情况如下： 

第一，由市住建局牵头，各区县（市）住建局和各涉农镇、街道自行承保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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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住房人员救助保险，为房屋倒塌导致的人员伤亡和医疗费用提供 50 万/人和 10

万元/人的保障，已经覆盖全市 112 万户农户，承保率约 85.9%。 

第二，约 25 万户农房采用“保险+监测服务”项目，在利用保险手段健全社

会保障机制的同时，由保险机构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农村老旧房屋提供监测技

术服务，确保房屋使用安全。 

表2  2021年宁波市海曙区政府采购项目“农村房屋安全管理‘保险+服务’项目”
对动态监测的要求（保险期限 16 个月）  

户数 户次（16个月） 

动态监测 4000 18500 

其中： 
  

日常巡查户数（半年 1次） 3500 10500 

疑似较大安全隐患（1月 1次） 500 8000 

保险公司提供的农房监测服务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日常巡查、监测。委托专业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被保房屋的巡查、监

测工作，重点巡查房屋结构情况以及装修破坏情况。根据房屋实际情况，结合安

全排查鉴定结果，对存在安全隐患等重点防控的房屋，采取不同的检查频率分批

次实施房屋安全动态监测工作。对已列入改造计划的农村危房，以每月一次的巡

查频率定期实施房屋安全动态监测工作；对尚未列入改造计划的疑似危房，以三

个月或半年一次的巡查频率定期开展房屋日常巡检工作。另在极端天气、紧急情

况（台风、洪水或其它可能影响房屋安全的异常情况）下，开展临时专项巡查。

累计发现问题隐患 1024 处，得到当地政府及农户居民的一致肯定，有效提升政

府公信力。 

第二，“一户一档”，动态管理。在做好巡检记录工作的同时，建立农房使用

安全动态监测档案管理制度，实现监测工作信息化管理，19 万户农房已完成了

建档立册。 

第三，配合政府，做好危旧房解危工作。参与当地政府实施的农村危旧房改

造工作。依托于专业化第三方动态监测队伍的技术力量，在已开展动态监测工作

的农村危房解危阶段，提供解危方案设计、解危过程技术指导及解危后的鉴定评

估服务。江北区 794 户农村危房已全部完成解危工作。 

第四，建立专家库。已建立由宁波市高校、建筑设计院及专业监测机构的

20 余名知名专家组成的动态监测房屋安全专家库，充分利用专家资源，助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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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农房安全管理。 

（三）总结 

农房安全综合保险在对农村房屋（包括住房）实施兜底保障的同时，通过引

入物联网监测手段，聘请专业机构对老旧房屋安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对疑似危

房进行重点监测，向主管部门上报房屋安全隐患，掌握房屋使用安全状况变化，

避免出现严重事故，有效形成“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的风险预防机制。 

三、深入开展农房保险的思考 

（一）推动建立中央财政支持型政策性农房保险制度 

目前是由各省单独制定农房保险政策，每个省的财政支持力度和方式都不一

样，一般是省、地市、县三级财政保费补贴，农民自交一部分或者农户不需要自

交。由于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有些地方的财政资金不足或受限，尤其是落后地

区的农房更需要实行普惠制风险保障的支持，却因财政不足未能推广。 

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保险助力防止

返贫的积极作用，提升广大农村住房（特别是农村危房）的保障广度与深度，可

以从国家层面加强政策性农房保险的顶层设计。一是把政策性农房保险纳入国家

财政部政策性保险保费补贴范围，做到覆盖全国农村。二是把政策性农房保险作

为救灾制度的重要环节和有效补充，与国家救灾体系有效衔接，进一步提升政府

和农户抗灾救灾减灾的能力。 

（二）推动农房安全综合保险扩面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重点省市，进一步开展相关试点工作，把农村房屋安

全动态监测和兜底性保障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处置、

事后风险补偿”的风险减量管理。 

农房安全综合保险保费的大部分用于支付监测服务费，形成了以风险预防为

主的业务模式，与传统保险经营模式有较大不同，在从宁波市“国家保险创新综

合试验区”向全国推广复制时，需要深入研究，对业务模式和监管规则进一步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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