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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对渔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

———以湖北省沙洋县为例

吴 江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渔业保险是渔民规避生产风险的重要手段。以湖北省沙洋县130户渔民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采
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渔民参与渔业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家庭非农业收入比重、养殖面积、养殖

户是否参加渔业培训、是否有成规模名优产品、近年遭灾程度等是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

制度、培育发展渔业合作组织等渔业保险发展的建议和扩大调研范围、增强研究的适用性等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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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是内陆淡水养殖最大省份。2004-2007
年,渔业对全省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61.26%;2009
年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700元,比上年增收700
元。渔业在大农业中为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超过种植

业和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继续保持增幅第一地位。
但是,渔业在保持多年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忽视

渔业生产风险。渔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1],结合湖

北省自然气候特征和渔业生产实践,其风险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恶劣气候导致渔业损失;温度异常

导致渔业损失;污染导致渔业损失;病害导致渔业损

失。但是,湖北省当前渔民风险规避方法非常有限,
如遇到灾害,主要是渔民自己承担。现代避险措施的

缺失影响渔民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2]。在

此背景下,开展淡水渔业保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2009年7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对湖北沙洋渔业经济的调研。本次调研主

要是了解湖北重点渔业养殖区的生产情况,特别是

对渔业保险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调查。共发放150份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30份。有效问卷涉及沙洋县

的全部乡镇,其中有127名男性,3名女性。男性占

97.69%,而女性只占2.31%。

1.渔民的个人特征

(1)学历。一般认为渔民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

新事物的能力越强,能够认识风险的危害性和投保

的好处。学历与保险需求成正比例关系。在调查

中,年龄偏大的渔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中年渔民

的学历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大专以上非常少。分别

是小 学 以 下 18 人,占 13.85%;初 中 73 人,占

56.15%;高中37人,占28.46%;大专以上2人,占

1.54%(见表1)。
表1 不同学历保险需求分布

学历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小学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15
60
34
1

83.33
82.19
91.89
50.00

3
13
3
1

16.67
17.81
8.11
50.00

 注:数据经过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两位,下同。

(2)年龄。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认为年龄

越大,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越缓慢[3];年龄大的经验丰

富,抗风险的措施较多,投保的愿望就不足。但是渔

民年龄越大,对风险种类认识越全面,对风险的后果

认识越深刻,通过投保渔业保险规避风险的积极性

越高。本次调查中,渔民的平均年龄为47岁,被调

查渔民的年龄集中在40~50岁。具体是40岁以下

18人,占13.85%;41~50岁73人,占56.15%;

51~60岁37人,占28.46%;61岁 以 上2人,占

1.54%(见表2)。
(3)养殖年限。养殖年限越长,经历的灾害越

多,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更大。因此,一般认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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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年限与投保需求成正比例关系。在本次调查

中,具体是10年以下66人,占50.77%;11~20年

60人,占46.15%;21年以上的4人,占3.08%(见
表3)。但是,在调查中的4位有21年以上养殖年

限的老渔民都有投保意愿。他们在过去的养殖中,
都有过大的灾害,损失惨重,如经历了1997年、1998
年连续两年的洪水灾害。

表2 不同年龄保险需求分布

年龄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40岁以下

41~50岁

51~60岁

61岁以上

15
60
34
1

83.33
82.19
91.89
50.00

3
13
3
1

16.67
17.81
8.11
50.00

表3 不同养殖年限保险需求分布

养殖年限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10年以下

11~20年

21年以上

55
51
4

83.33
85.00
100.00

11
9
0

16.67
15.00
0

  (4)身份。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政策是通过一

级级传达的。作为干部的渔民,接受信息的渠道比

一般的渔民多。同时,为了落实一项新的政策,干部

一般起带头作用。有干部身份的渔民与保险需求成

正向关系。在本次调查中,有23人为干部(包括村、
小组、渔场),占17.69%;非干部107人,占82.31%
(见表4)。

表4 干部身份与保险需求分布

干部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不是
是

91
19

85.00
82.61

16
4

15.00
17.39

  2.渔民的家庭特征

(1)非农收入比重。在调查中,一部分渔户有人

外出务工,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在渔业受损失情

况下,还有其他收入来维持家庭开支。一般认为,非
农比重越高,投保意愿越低,非农收入与投保成反比

例关系[4]。调查显示,有79户没有非农收入,占

60.77%。非农比重在0.01~0.20的有11户,占

8.46%;0.21~0.40的有28户,占21.54%;0.40
以上的有12户,占9.23%(见表5)。

表5 非农比重与保险需求分布

非农收入比重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0
0.01~0.20
0.21~0.40
0.41以上

71
11
24
4

89.89
100.00
85.71
33.33

8
0
4
8

10.11
0

14.29
66.67

  (2)种植业收入比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相当

部分的渔户还有种植业生产,包括水稻、棉花、油菜

等。种植业收入比重越高,渔户进行渔业投保的意

愿越低[5]。种植业保险与渔业保险存在替代关系。
调查显示,有35户没有种植业收入,占26.92%。
种植业 收 入 比 重 在0.01~0.20的 有65户,占

50.00%;0.21~0.40的有24户,占18.46%;0.40
以上的有6户,占4.62%(见表6)。

表6 种植业收入比重与保险需求分布

种植业收入比重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0
0.01~0.20
0.21~0.40
0.41以上

32
53
20
5

91.43
81.54
83.33
83.33

3
12
4
1

8.57
18.46
16.67
16.67

  3.渔民生产特征

(1)养殖面积。一般认为,养殖面积越大,面临

的风险越高,投保意愿更加强烈。本次调查中,平均

养殖面积1.84公顷,但是养殖户面积差别很大。具

体是0.67公顷以下有41户,占31.54%;0.67~2
公顷有74户,占56.92%;2~3.33公顷有5户,占

3.85%;3.33公顷以上有10户,占7.69%。其中

3.33公顷以上的10户都是湖泊网箱养殖,其它大

部分是池塘养殖。在表7中,我们发现2公顷以上

15户都有投保意愿,也证明了养殖面积与投保需求

成正比例关系。
表7 养殖面积与保险需求分布

养殖面积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0.67公顷以下

0.67~2公顷

2~3.33公顷

3.33公顷以上

27
68
5
10

65.85
91.89
100.00
100.00

14
6
0
0

34.15
8.11
0
0

  (2)养殖技术培训。参加培训的渔民比一般的

渔民掌握了更多的养殖技术,在发生灾害(如病害、
冻灾)时,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损失,可能

减少投保需求。但是,养殖户也会通过培训系统认

识渔业养殖风险和渔业保险益处,加强了投保愿望。
在调查中,有53户参加养殖技术培训,占40.77%;没
有参加任何形式养殖培训的渔户有77家,占59.23%
(见表8)。这同时说明,当地养殖培训严重不足,养殖

科学水平较低,渔业生产面临的技术风险较大。
表8 养殖技术培训与保险需求分布

养殖技术培训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没有参加
参加

58
52

75.32
98.11

19
1

24.68
1.89

  (3)名优养殖。对于名优品种,市场销路好、附
加值高、但生产风险大。特别是有些品种养殖技术

不成熟。因此从事名优养殖的渔户,投保意愿更加

强烈。本次调查中,有58户成规模养殖名优品种,
占44.62%;72 户 没 有 或 养 殖 面 积 非 常 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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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8%(见表9)。
表9 名优养殖与保险需求分布

名优养殖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有(规模以上)
没有(或很少)

56
54

96.55
75.00

2
18

3.45
25.00

 注:养殖667m2以上,认为成规模。

(4)遭灾程度。作为养殖户,近年遭受的灾害影

响最大,其损失很大程度会影响本年度的生产。在

本次研究中,我们主要考察2008年和2009年自然

灾害和病害对养殖户的影响。在调查中,2008年遭

受水灾的渔户最多,另外还有渔户遭受风灾和冰冻

灾害,几乎每家都有病害。初步估计130个调查户

总损失229万多元,平均每户损失17645元。具体

是,没有受灾22户,占16.92%;受灾较少有48户,占

36.92%,受灾程度一般有35户,占26.92;受灾程度

严重有25户,占19.24%(见表10)。
表10 遭灾程度与保险需求分布

遭灾程度 购买人数 比例/% 不购买人数 比例/%
没有
小
一般
很大

16
37
33
24

72.73
77.08
94.29
96.00

6
11
2
1

27.27
22.92
5.71
4.00

  二、渔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模型
分析

  1.模型选择与构建

(1)模型选择。本文主要研究渔民保险需求,渔
民有两种选择:不投保与投保。有投保需求记为

“1”,没有的记为“0”。当研究这种机会概率问题或

称为0-1型问题时,在模型设定上,通常可选择逻

辑生长曲线函数和正态分布函数两种形式,它们分

别对应模型的是Logistic模型和probit模型,但是

Logistic不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能够克服线性方

程受统计假设约束的局限性,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

围,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本文选用了Logistic模型

进行计量分析。
(2)模型设定。假设是取值为0和1的因变量,

i=1,2,3……n;xik是yi与相关的自变量k=1,2,

3……n,则yi与xi1,xi2,xi3,……xin的关系为:

E(yi)=pi=β0+β1xi1+β2xi2+......+βkxik

yi的概率函数为:

p(yi)=f(pi)yi[1-f(pi)](1-yi),

y=0,1;i=1,2,...,n.
Logistic回归函数为:

f(pi)= epi

1+epi = eβ0+β1xi1+β2xi2+...+βkxik

1+eβ0+β1xi1+β2xi2+...+βkxik

  其中Pi表示渔民投保的概率,βi表示影响因素

的回归系数。

2.变量赋值

见表11。

3.模型结果与分析

(1)计算结果。运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见表12。
(2)对结果的讨论。第一,渔户的个人特征。通

过计算,发现学历与购买渔业保险的意向成反比例

(回归系数=-0.349),这与国内大部分农业保险学

者的研究不一致[6]。学历对渔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不

大(显著性水平=0.549)。根据调查,学历越高的渔

民,收入一般更加多元化,如贩鱼,销售鱼饲料、鱼药

和化肥等。同时,学历高的渔民社会关系网更广,在
受灾时,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帮助。在10%的置信度

下,年龄对渔业保险购买意愿影响显著(显著性水

平=0.054),这与已有很多研究不同。在调查中发

现,年龄大的渔民,在过去养殖中遭受灾害的次数更

多,能够深刻体会渔业保险的好处。另外,老渔民由

于体力的下降,在生产上趋于保守,更愿意通过投保

来降低风险。养殖年限和干部身份与购买渔业保险

成正向关系,但是影响的作用并不大。可能有以下

原因:一是近两三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让绝大部

分渔民认识灾害的危害性,老渔民体会更深。二是

近年农村税费、干部等一系列改革,淡化干部身份,
许多决策从实际经济利益出发。第二,渔民的家庭

特征。在表12中发现,非农收入比重对购买渔业保

险意愿影响显著(显著性水平=0.024),并且成反比

例关系,符合我们的预期方向。非农收入比重越大

的渔民,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到非农收入项目上。
在调查中,有一部分渔民还从事运输、销售等行业;
一部分家庭有人外出务工。种植业收入比重对购买

渔业保险意愿影响极小(显著性水平=0.970),主要

是调查地区种植业比重普遍较低,种植业主要是满足

家庭生活需要。但是在种植业比重较大地区,种植业

保险会影响渔业保险需求。第三,渔民生产特征。
渔民的生产特征是影响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其四

个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经过测算,养殖面积

是购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显著性水平=0.042),
养殖面积越大,购买意愿越强。在内陆,湖泊水库养

殖户的养殖规模比较大,主要是网箱养殖,但是,这
种养殖模式容易遭受水灾,一场强降雨就能造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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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计量分析变量赋值表

变量名称 取值 变量定义 预期方向

是否需要渔业保险(y)
学历(x1)
年龄(x2)
年限(x3)
干部(x4)
非农业收入比重(x5)
种植业比重(x6)
养殖面积(x7)
渔业培训(x8)
成规模名优产品(x9)
近年遭灾程度(x10)

0或1
1~4
1~4
1~3
0或1
0~3
0~3
1~4
0或1
0或1
1~4

需要:赋值1;不需要:赋值0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以上=4
40岁以下=1;41~50岁=2;51~60岁=3;61岁以上=4
10年以下=1;11~20年=2;21年以上=3
是:赋值1;不是:赋值0
没有=0;0.01~0.2=1;0.21~0.4=2;0.41以上=3
没有=0;0.01~0.2=1;0.21~0.4=2;0.41以上=3
0.67公顷以下=1;0.67~2公顷=2;2~3.33公顷=3;其他=4
参加过=1;没有=0
有=1;没有=0
没有=1;小=2;一般=3;很大=4

待定
待定

+
+
-

待定

+
+
+
+

表12 计量模型分析结果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检验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e的回归系数次方

学历 -0.349 0.582 0.359 1 0.549 0.706
年龄 1.138 0.591 3.705 1 0.054 3.120
年限 0.290 0.717 0.163 1 0.686 1.336
干部 0.695 1.048 0.439 1 0.508 2.003
非农业收入 -0.758 0.336 5.109 1 0.024 0.468
种植业比重 0.020 0.522 0.001 1 0.970 1.020
养殖面积 1.562 0.767 4.151 1 0.042 4.767
渔业培训 2.588 1.184 4.774 1 0.029 13.299
成规模名优产品 2.136 0.979 4.764 1 0.029 8.467
近年遭灾程度 0.765 0.408 3.521 1 0.061 2.149
常数 -4.578 2.498 3.358 1 0.067 0.010

 注:其中 -2对数似然值=59.051;Cox和Snell的R2值=0.333;Nagelkerke的R2值=0.577。

大损失。另外,养殖大户的经济条件较好,能够承受

投保需要的资金。是否渔业技术培训是购买意愿的

主要影响因素(显著性水平=0.029)。参加渔业培

训的渔民一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对养殖风险

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希望通过保险有效规避风险。
同时在调查中发现,参加培训的渔民一般是当地的

养殖大户或者有成规模名优产品,他们面临养殖风

险更大。是否有成规模名优产品是购买意愿的主要

影响因素(显著性水平=0.029)。近年来,内陆水产

养殖趋向高附加值产品,在取得高收入时,也面临高

风险。如调查地有一个村庄,2009年引进罗非鱼,
由于池塘老化、水位偏低,鱼苗大量死亡,损失较大。
还有一些品种种质下降,容易发生病害。在10%的

置信度下,近年遭灾程度对渔业保险购买意愿影响

显著(显著性水平=0.061)。近年的灾害渔民现在

生产生活影响最大,在心理层面对降低灾害损失、得
到外部支持帮助非常迫切。

  三、对策建议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1.对策建议

(1)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渔业是高风险

行业,单纯依靠商业保险或者渔民互助都不现实[7]。

国家应该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各地方渔业发

展的实际,制定渔业保险发展规划。这个规划需要

考虑政府、保险公司、企业、养殖户等多方利益。政

策性渔业保险制度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各种方法支持

保险公司(或保险合作组织)推动渔业保险,他们在

经营上接受政府和投保人的监督,渔民投保费用享

受政策支持(保费补贴、保费减免等)。
(2)提高财政支持力度,增加渔民投保积极性。

可以将传统养殖品和名优养殖品保险分开。传统养

殖品对大部分渔民的生活影响大,政府在提供补贴

前提下,采取强制性保险。而对名优养殖品的保险,
在自愿的基础上,享受保费补贴。目前,渔业补贴是

国家财政支持非常薄弱的环节,渔业保险还没有得

到中央财政的支持,许多地方财政也没有将渔业保

险列入支持对象。
(3)加大渔业保险宣传工作。在开展大规模渔

业保险前,帮助渔民认识保险、了解保险和接受保

险,提高渔民对渔业保险好处的了解,增强风险的防

范和转移意识,提高参保率。这项工作需要各级政

府支持,保险公司具体推动。
(4)培育发展渔业合作组织。单家独户的渔民

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在自然灾害面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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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期望加入一个组织,依靠集体力量抗灾救险。渔

业专业合作组织是渔业保险的一个重要载体,随着

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经营规模的集中,合作组织成员

希望渔业保险的介入来转移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风险。
如沙洋新农水产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基地+
渔户”的经营模式,不断发挥合作社优势,有效降低社

员养殖风险。2008年一位社员青鱼大面积得病,大
概损失5万元,最后合作社承担了2万元的损失。

(5)建立多险种支撑的风险分散机制。政策性

渔业保险按经营内容可以分为生产经营保险、水产

品加工保险以及其他与渔业有关的保险[8]。因此开

展渔业保险不仅仅限定在养殖风险保险,还可以将

渔业生产设备(渔船、房屋、渔具)、渔民人身安全等

纳入政策性保险支持范畴,达到“以险养险”,降低保

险公司运营风险,增强保险供给持续性。

2.进一步研究方向

就与调查点相同或相似地区,本研究是有一定

价值的,但是对于不同养殖类型地区保险需求情况,
可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下一步研究,首先,要扩大

调研范围,增强研究的适用性。其次,渔业保险需求

因素研究是整个渔业保险研究的基础,可在进一步

调研基础上,重点分析研究下列问题:(1)量化支付

意愿;(2)保险费率测算与定价;(3)如何防范渔业保

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4)渔业保险实现模式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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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InfluencingFishermen’sDecisionstoBuyFishingInsurance

———ACaseStudyofShayangCountyinHubeiProvince

WUJia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e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Fishinginsuranceisanimportantmeanstoavoidproductionriskforfishermen.Thispa-
perbasesitsstudyonfieldsurveydatafrom130fishermenofShayangCountyinHubeiProvincebyana-
lyzingthefactorsthatmightinterferefishermen’sdecisiontobuyfishinginsurancewiththeLogistic
model.Theresultsshowthattheage,theproportionofnon-farmincome,farmingarea,whethertopar-
ticipateinfisheriestraining,whethertohavefamousproductsinscaleandthedegreeofcalamityinre-
centyearsarethemainfactorswhichinfluencedfishermen.Finally,meansofdevelopingfishinginsur-
ancehavebeenproposed,suchasestablishing fisheriesinsurancepolicy,fosteringfishery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andsoon.Furtherresearchdirectionsincludingexpandingthescopeofresearchandenhan-
cingtheapplicabilityofthestudyarealsoproposed.

Keywords fishinginsurance;factors;Logistic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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