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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国家财政从2014年开始在新建水利项

目建设经费中列支20%的管护经费，国家在2014、

2015、2016年度国家财政分别下达河南省1.43亿、

1.76亿和2.058亿元。

这些资金对于河南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修

养护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有着7800多万亩

有效灌溉面积的农田水利设施的运行管护显然是

杯水车薪。

一、实施背景情况



一、实施背景情况

为了加快农田水利改革步伐，破解全省农田水利设

施建后管护难问题，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萌发探索出

一条如何由政府管理为主变成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管理

维护农田水利设施的路子的想法。

2016年上半年，结合河南省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

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改革试点的改革任务，探索

政府购买服务，将商业保险引入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

领域的的作用与机制，解决维修养护资金难题。



2016年5月，我们坚持试点先行，稳步推进

原则，选取兰考县作为试点，将商业保险引入农田

水利设施维修养护领域，取得了良好效果，现将有

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实施背景情况



为有效推进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

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的农田水利建设管护新机制，按照水利部、财政部、

发改委《关于开展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

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水农〔2014〕287

号）要求，2014年10月河南省水利厅联合财政厅、

发改委通过竞争立项确定了6个国家级试点县和6个省

级试点县，按照国家试点县要求开展以农田水利设施

确权登记为基础的13项改革。

二、明确总体思路



二、明确总体思路

2016年3月31日，省水利厅召开了深化水利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总结了12个试点取得的成效，研究解决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要结合河南农村水利实际，逐步确立起以农

田水利设施确权颁证为基础，将商业保险引入农田水利设

施维修养护领域的新思路。

为贯彻3月31日厅长办公会议精神，我们进一步明确

了实施农田水利设施商业保险的总体思路：组团分险、政

策帮扶、择区探索、系统整合、商业落地。



转移风险功能

二、明确总体思路

通过购买农田水利设施商业保险实现三个目标

经济补偿功能

在灾害事故发生时，按

实际损失金额给予补偿，

从而使农田水利设备设

施继续正常使用，避免

和减少农户损失；

保险通过赔偿被保险

人的经济损失，帮助

个人或机构减少经济

危害；

公司给遭灾受损的

投保人补偿经济损

失。

防灾防损功能

平时有人管 旱时有人浇 毁了有人修 丢了有人赔

用水合作组织 财产保险公司



三、制定保险方案

通过协调引导，太平洋财险、人民财险、中原农

业保险、平安财险、华安财险等五家保险公司，在

2016年5月25日组建了“河南省农田水利设施保险项

目共保体”（其中太平洋财险为主承保），承诺共同

履行保险社会责任、增强承保能力、共担市场风险，

统一处理赔案，共同提供优质服务。



三、制定保险方案

针对农田水利设施保险项目前期缺失损毁统计数

据，承保风险无法估算的问题，五家保险公司共保体比

照类似财险条款，结合试点改革任务中政府购买服务的

具体要求，研究制订了《水利设备设施财产保险项目实

施方案》和《水利设备设施财产保险条款》，确定了水

利财产保险的保费试点费率和较低的理赔起点标准。



1.  划分保险险种。

三、制定保险方案

2.  明确承保对象。

3.  设定投保费率。

4.  确定免赔标准。

5.  明确承保方式。

6.  设定区域性灾害事故理赔。



1.  划分保险险种。

三、制定保险方案

财产综合险是基本险，其余为附加险。

一是财产综合险 对因暴雨、洪水、暴风、

暴雪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农田水利设备设施的

损坏进行赔偿。

二是盗抢险 对发生丢失的农田水利设备设

施进行赔偿。

三是机器损坏保险 对使用中的农田水利设

备由于电气原因造成的损坏进行赔偿。



三、制定保险方案

2.  明确承保对象。

为已建的小I、小II型的水利设施，主要为承担灌
溉的小型水库、小型水闸等工程。具体分为四类：

一是水源工程 包括灌溉机电井、小型塘坝、小型堰闸、小型泵站、
雨水积蓄利用工程，以及主要承担农业灌溉的小型水库、小型水闸等工程。

二是渠系工程 包括罐区末级渠系工程及配套建筑物、田间输水管道、
量测水设施。

三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包括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微灌设施。

四是其它工程 包括田间生产桥，承担灌溉、排涝功能的农村河道、
沟渠及配套建筑物。

五是机器设备 包括农田附属变压器，水泵等。

所有农田
水利设备
设施在投
保时，必
须处于完
好且可以
正常使用
的状态。



三、制定保险方案

3.  设定投保费率。

财产综合险根据不同区域的洪涝灾害频率，大体确

定为参保财产评估价值的6-9.5‰。盗抢险为2‰，机损

险为4‰。其中盗抢险和机损险为财产综合险的附加险。



三、制定保险方案

4.  确定免赔标准。

免赔标准也称理赔起点，确定为出险后经第三方

公估机构公估损失价值500元以下或10%，二者以高

者为准。变压器免赔损失的20%为起点。



三、制定保险方案

5.  明确承保方式。

以乡为单位进行，由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成立的产权

管理单位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三、制定保险方案

6.  设定区域性灾害事故理赔。

区域性灾害事故是指以乡为单位发生的灾害性事故，

若在一次事故中保险标的损失大于或等于全乡镇整体投保

额的10%，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理赔。



四、明确实施步骤

第一步：以乡镇为单位成立用水合作组织；

第二步：完成农田水利设施产权的确权颁证工作；包括产

权名称、产权人、产权证编号、定位坐标、资产价值、建

成投用年份和相关图片；

第三步：保险公司介绍农田水利设施保险方案并洽谈保险

条款，协商一致后签定保险条款协约；



四、明确实施步骤

第六步：保费缴纳到帐后保单生效，有效期一年（可根据

情况一次购买多年保费）；

第四步：按保险方案提交投保标的物清单并选择确定部分

投保标的物是否购买附加险，同时计算应缴纳保费额；

第五步：保险公司核实保险清单项目并核对保费额度后通

知投保人缴纳保费；



四、明确实施步骤

第七步：明确出险理赔服务

1.出险通知及赔案受理：48小时内直接拨打投标人全国统一

24小时服务热线95500报案电话；

2.现场查勘：接到报案，保险公司3小时内派人赴现场查勘；

3.提供损失清单及相关单证：理赔人员指导案件资料收集；

4.确定保险责任，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查勘情况和

各有关单证，确定保险责任及核定损失大小；

5.支付赔款：与被保险人就赔款数额达成一致后，按约定支

付赔款。



五、取得阶段成效

全省农田水利设施保险改革的首个试点选在兰考县

的谷营镇、坝头乡实施。2016年7月7日，太平洋财险河

南分公司等五家保险公司组成的河南省农田水利设施保

险项目共保体，与兰考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兰考县农田

水利设施保险项目战略框架协议》，与兰考县谷营镇、

坝头乡用水户协会代表签订了《农田水利设施保险协

议》，投保人与投保受益人均为两个乡的用水户协会。



五、取得阶段成效

主要投保对象为变压器房40座，变压器40台，机井、

井堡与水泵各567项，低压管道出水口7608个。

谷营镇投保的保额为2543.88万元，三类保费合计

10.99万元，购买保险期限为一年，保费支付为乡财政资

金，2016年10月11日保险资金到账，保险单正式生效。

2017年2月3日谷营镇第一次报损，经现场复核后，

保险公司共保体与被保险人顺利达成18405元的赔款协议，

赔款于2017年2月20日支付被保险人。



五、取得阶段成效

兰考县爪营乡（谷营镇）用水户协会理赔支付凭证



五、取得阶段成效

开封市兰考县东坝头乡投保标的保额为1367.92万

元，三类保费合计6.93万元，购买保险期限为两年，保

费支出为13.86万元，经费为兰考县2015年度改革经费

中的30万元政府购买服务中支付，提交资金支付后

2017年2月17日在进行县财政支付评审后完成保险招标。



东坝头乡农村用水协会缴纳保费后保单于2017

年6月1日生效，投保标的物为32台变压器、575眼机

电井、101座农用桥、10座水闸。

两乡镇投保标的物总价值为3911.8万元，一年

保费合计为17.92万元，本次东坝头乡购买两年保费，

实际两乡支付保费额为24.85万元。投保对象共计

8973项。

五、取得阶段成效



五、取得阶段成效

驻马店市西平县今年12月份为宋集乡和二郎乡所有

农田水利设施购买了两年期的商业保险，这是农田水利

设施保险在第二个县开花结果。

截至目前，我省农田水利设施商业保险已实施两个

县的四个乡镇。下一步，郑州市的新郑市将为所有农田

水利设施购买商业保险，并且尝试让受益主体分担10%

的投保模式。



五、取得阶段成效

通过购买农田水利设施商业保险，投保人可以通

过投入少量保费，在农田水利设施损毁时，及时快速

获取维修费用，在遭遇灾害性损失时可以最大限度的

得到资金补偿，有效破解了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资

金不足的难题。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加

大工作力度，做好试点成效的宣传，继续扩大试点范围，

对改革积极性高的市、县给予政策支持，经费支持。

六、下步工作打算



目前，已经着手在济源市等3个市、县开展农田水利

设施保险试点工作，并结合试点实施情况，建立完善农田

水利设施购买商业保险的有关制度：

六、下步工作打算

合理调整保费费率、理赔起点和赔付标准；

在建立农田水利设施财产综合险、盗抢险和机损险
的基础上，增加“水利设施责任险”和“水资源险”
等险种；

组织编写保险工作手册、搭建保险微信服务平台、
制作保险宣传片等，普及保险的作用和购买方法。



分 析

根据数据分析，谷营镇总耕地面积39705亩，其中31200亩的农

田水利设施大部分都纳入保险范围，支付三类保费合计10.99万元，

仅田间管网没有纳入保险范围。

由此推算出亩均保费分摊额为3.5元，全省7800万亩有效灌溉面

积保费支出约为2.8亿，若各类农田水利设施参与全部险种，亩均保

费分摊约为4.2元，则全省7800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保费支出为3.3亿元。

若受益对象支付10%保费，财政保费负担仅为3亿元。另外，依

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测算的井灌区维修养护经费亩

均25元测算，亩均4.2元保费支出占维修养护经费比例为16.8%。与

保险带来的农田水利设施保有量不衰减而言，投入产出是值得的。



特 点

一是报损理赔时间短是财产保险区别政府维修养护

资金到位周期长的生命力；

二是区域性灾害发生时，资金保障是用水合作组织

筹集资金能力保障无法比肩的；

三是在未来水权交易平台机制下，农田水利设施资

产实现融资借贷功能不可或缺的机制保障。



总 结

明 晰 产 权 是 前 提

资 产 评 估 是 基 础

用 水 合 作 组 织 是 主 体

建 立 保 险 体 系 是 纽 带

完 善 水 利 设 施 管 护 是 目 的

实 施 水 权 和 产 权 交 易 是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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