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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农规计字〔2022〕3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2年全省
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收入）

保险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现将《2022年全省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收入）

保险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

2022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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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省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
（收入）保险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的通知》（中办

发〔2019〕8号）《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等关于印发<关于加快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金〔2019〕102

号）和《中共江西省委农办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全

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若干举措的通知》

（赣农办字〔2019〕13号）等精神，在 2019-2021年试点基

础上，继续选择部分地区探索开展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

价格（收入）保险试点工作，并按照省级农业技术应用与公

共服务专项资金安排进行支持。为确保试点成效，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自主自愿。由各地自愿申报，围绕“一县一业、一

乡（镇）一特、一村一品”，对产业优势明显、地方积极性

高的给予安排，引导小农户自愿参保。

——政府引导。发挥政策和资金最大效益，引导和鼓励

小农户参加特色农业价格（收入）保险。在抓好省级试点的

同时，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探索开展相关特色农业价格（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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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试点。

——市场运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经营主体多元

化，按照竞争、择优的原则，由试点地区依法依规从具有承

担农业保险资格的优质保险机构中遴选承保机构，并推动保

险机构按市场化原则拓展特色农业价格（收入）保险业务。

二、项目内容

（一）扶持对象。主要为以家庭经营为主、经营规模适

度、从事种养业的小农户（包括家庭农场、合作社，不包括

龙头企业）。各试点地区要尽量扩大参保农户的规模，做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试点地区，对符

合条件的脱贫户，应做到“愿保尽保”。

（二）试点领域。主要为当地特色优势种植业、养殖业

或综合种养业，已纳入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农业保险补贴的

农产品（如水稻、生猪、林木、棉花、油菜、花生、奶牛、

制种、寻乌脐橙、南丰蜜桔等）以及纳入了省级财政普惠性

地方特色农业保险的油茶、中药材和大棚蔬菜等 3个特色品

种原则上不纳入此次保险试点范围。

（三）补助标准。2022年试点县保费，由省级财政承担

保险费的 50%，县级财政承担 25%，参保农户承担 25%，每个

试点县由省级财政补助 200万元。试点地区可以结合实际提

高县级承担比例，降低农户承担比例。资金由省级拨付到设

区市，设区市确定试点地区名单后，再拨付到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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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险种、金额和费率。此项保险试点的险种为

小农户种养农产品价格（收入）保险。保险保障水平，以县

级为单位，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科学确定，尽可能提高保障水

平。保险费率应综合考虑保险责任、保险标的多年平均损失

情况、地区风险水平等因素，保险金额由试点地区根据财力

水平、市场价值和农户支付能力等因素，与保险机构按照市

场化原则合理确定，原则上不超过 10%。保险机构可以合理

设定最高赔付上限，但赔付上限原则上应大于保费规模，具

体由试点地区与保险经办机构协商确定。

三、保险责任与理赔

（一）保险责任。主要为降低标的所在区域内市场价格

波动风险。以保险条款约定的目标价格作为起赔标准，在保

险期间内，当参保品种平均生产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视为

保险事故发生，启动理赔程序。

（二）保险赔付。合作保险机构要深入了解小农户的生

产经营和保险需求情况，建立农户参保档案，切实做好农业

保险的防灾防损、承保、查勘、理赔、赔付等专业化服务工

作，按照保险条款，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建立理赔回

访制度，严禁截留、侵占、挪用农业保险赔款。原则上不得

设置绝对免赔额，也不得主张对损失保险标的残余价值的权

利。保险机构要通过计提大灾风险准备金、购买再保险等措

施，有效防范化解大灾和超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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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要严格遵守保险政策规定。严格落实《江西省财政厅

等六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相关工

作的通知>》（赣财债〔2017〕194号）和《江西省农业农村

厅等四部门印发关于积极开展特色农业价格（收入）保险试

点工作的通知》（赣农字〔2020〕26号）等要求，严格执行

承保公示制度，严禁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或者以同一保险

标的进行多次投保，严禁以虚假理赔、虚列费用、虚假退保

或者截留、挪用保险金、挪用经营费用等方式冲销投保人应

缴的保险费或者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

二要认真稳步开展试点。本方案试点期限暂定为一年，

到 2023年春季结束。各设区市要根据试点项目分配名额，

在县级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各地试点进展成效，

对试点成效较好的地区继续安排试点任务，对进展成效不理

想的地方不再安排试点任务。各设区市要尽快确定试点县名

单，于 2022年 1月 31日之前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要督促

指导试点县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于 3月 31日之前将实施

方案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三要注重试点项目绩效。试点地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资

金监管，落实本级财政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制定符合要求

的工作实施方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省级保费补助资金原

则上要在当年 12月底前完成使用。要发挥政策和资金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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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引导和鼓励小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各试点县要认真做

好绩效评价工作，认真开展自查自评，撰写项目自查报告，

明确支持小农户数量、支持产业面积、保费总额、保障总额

及理赔情况等。联系人：厅政策与改革处万燕燕，

0791-86217296，snynctzgc@163.com。

附件：1.2022年全省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收

入）保险试点项目任务清单表

2.2022年全省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收

入）保险试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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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全省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
（收入）保险试点项目任务清单表

设区市 名额（个）

南昌市 2

九江市 5

景德镇市 1

萍乡市 1

新余市 1

鹰潭市 1

赣州市 3

宜春市 4

上饶市 4

吉安市 4

抚州市 4

全省合计 30



附件 2

2022年全省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
（收入）保险试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

名称
农业技术与公共服务专项

省级主管单位 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总额 6000

其中：省级补助 6000

地方补助

年度目标 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收入）保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
（收入）保险试点县（个）

30

扶持特色农业产业（个） g 2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少农户损失(万元） g 600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农户满意率 e 90%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年 1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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