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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绿色保险作为农业保险的延伸，正日益获得政府赋予的绿色金融属性，并有望在农业绿色转型过程

中发挥重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本文基于 2011—2021 年 30 个省（区、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面

板数据，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对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

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绿色保险整体上对农业绿色转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本地区农村

绿色保险的提升还对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转型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农村绿

色保险通过激励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资本投入及提升技术水平等途径，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

现，粮食主产区和东部地区的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建议中

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财政支农体系，推动农村绿色保险向绿色方向持续发展，并因地制宜提高农业保

险保障水平，发挥农业绿色发展的区域联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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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reen insurance empowering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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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Rural green insurance, as an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s increasingly being endowed with green 
financial attributes by the government and is expect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guiding and incentive role i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This paper,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1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Xizang), first constructs a relevant index system to calculate the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dex for various provinces, cities, and regions. A two-way fixed-effects spatial Durbin model is then employe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rural green insurance on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rural green insurance has a positive overall effect on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rural 
green insurance in one area also having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neighboring 
areas.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rural green insurance promotes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by encouraging farmers to expand production scale, increas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improve technological level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rural green insurance on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is relatively 
smaller in grain-producing regions and eastern provinc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both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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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一度以占世界不足 9% 的耕地面积和

不足 7% 的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量，养活了占世界

18% 以上的人口。这一成就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团结

一心和共同奋斗，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牺牲环

境的前提下，通过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高投

入获得的结果 [1]。化肥和农药的长期过量施用导致

的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产品品质下降，已经严重威胁

到食品安全与农村生态安全 [2]。日益严重的环境污

染，已成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

挑战之一。以化肥施用为例，2015 年我国年化肥施

用量排世界第一，占全球总施用量的三分之一，相

当于美国和印度的总和 ；我国农作物单位面积化肥

平均施用量为 329 kg/hm2，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0 
kg/hm2），是美国的 2.6 倍、欧盟的 2.5 倍 [3]。近年

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尽管我国化肥施用总量

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国家大力推

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无论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

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还是为了提升农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均需要进行动能转

换，推动传统农业向低碳环保的绿色农业转型 [4-6]。

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绿色农业的平

稳健康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支持，而

财政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等惠农金融政

策，一直是世界各国扶持农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

特别是像政策性农业保险这一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农

村普惠金融工具，它本身就具备明显的绿色金融属

性 ：2022 年 11 月 10 日，中国银保监会依据《中国

银保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的通

知》等文件要求，制定并颁布了《绿色保险业务统

计制度》，正式将各种类别的农业保险纳入绿色保

险范畴。无论是从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还是

从业务发展中的产品创新趋势来看，我国农业保险

正逐步被赋予更多的绿色金融属性，其在推动“高

投入、高污染”传统农业向低碳环保绿色农业转型

中的积极作用，已引起广泛关注。国外学者早期便

开始关注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些学

者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农业保险对农户化肥和农药使

用量的影响。例如，Horowitz 和 Lichtenberg[7] 对美

国中西部玉米种植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购买农业保

险的农场主比未购买保险的农场主单位面积耕地的

氮肥施用量增加了 19%，农药施用量则增加了 21%
（其中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施用量分别增加了 63% 和

7%）。与之相反，马九杰等 [8] 的研究指出，农业保

险可能会降低农民因自然灾害等风险而导致的损

失，从而减少农民为了规避风险而过度使用化肥等

行为，进而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也有研

究指出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改变了农户对农业生产

的预期收益，进而影响其生产决策，导致化肥、农

药和农膜等农用化学品的施用量发生变化 [9-11]。此

外，随着农业保险产品的持续创新，类似林业碳汇

指数保险、耕地地力指数保险等具有环境保护功能

的创新型产品不断涌现，并在全国各地试点推广，

这些产品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

初步验证 [12-13]。

当前，绿色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农业领

域同样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农村绿色金融的发展

成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各级政府大力

推行的农业保险不仅是监管部门认定的绿色保险，

也是我国农村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 年，

农业保险的保费规模已超过 1 400 亿元，预计在未

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在此背景

下，本文基于 2011—2021 年全国 30 个省（区、市）

（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面板数据，通过构

建相关指标体系，测算了各省级单位的农业绿色发

展指数，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对农

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

检验。旨在探讨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农村绿色保险

是否能在我国农业绿色转型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

用，并研究如何通过渠道机制更好地推动我国农业

实现绿色转型。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整体影响

目前，制约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高成本

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风险。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看，

农业绿色转型对耕地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传

统农业由于长期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化学

品来提高农产品产量，导致农村地区普遍存在面源

污染、土壤板结等问题。这使得农户在向绿色农业

生产转型时，需支付较高的土地改良成本 [14]。此外，

and local governments improve the green fiscal support system for agriculture, guide rural green insurance to develop 
continuously in a green direction, and adjus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verag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leveraging 
the regional linkag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green insurance; green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spatial 
Dur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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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农户能够改变传统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方式，若

要证明其农产品为绿色有机产品，还需通过一系列

严格的审批流程并支付相关费用，这将进一步增加

农户的生产成本 [15-16]。

从经营风险的角度来看，农户对风险不确定

性的感知是阻碍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风险不确定性感知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由于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农户

可能对农业收益产生负面影响的认知 [17]，这一认知

对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的意愿与行为产生显著的

负向影响 [18]。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户面对农业绿色

生产的风险和收益具有较高的滞后性 [19-20]。目前，

我国大部分地区依然以“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

的传统三高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从熟悉的传统农业

生产模式转向陌生的绿色低碳农业生产模式，农户

需要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一方面，绿色农业生产需

要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 ；当高价值的绿色农产品

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农户可能面临惨重损失 ；另

一方面，目前我国对特色农产品的专利保护尚不完

善，一旦某种绿色农产品热销，可能会涌现大量类

似的假冒产品，导致该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以上两种风险可以通过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农

村绿色保险进行转嫁和分散 ：1）农村绿色保险通

过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提供保费补贴，降低了

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的成本，还能减少农业信贷

机构对农户还贷能力的担忧，并鼓励他们对新种子、

新技术的资本投入 [21-22]，最终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

展 [23-24] ；2）保障程度较高的绿色收入保险能够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自然灾害或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

经营收益的负面影响，激励农户从事风险和收益更

高的绿色农业生产 [25-26]。总体而言，农村绿色保险

通过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推

动农业技术进步等途径，最终实现有效提升农业发

展水平和绿色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此外，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

互关联的，且空间距离越接近，事物之间的关联度

越紧密。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条

件，如耕地资源禀赋、水热条件、气候和生态环境等，

这些自然条件会制约或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在

行政区划上，许多自然条件相近的地方被划分为不

同的行政单位。樊胜岳等 [27] 认为，地理区位决定

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且这种影响具有天然的溢

出效应，附近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也大体相同。作

为一种有效抵抗自然风险的工具，农村绿色保险深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从地理区位来看，农村

绿色保险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地理距离

相近的地区，其自然环境大致相同，政策实施具有

借鉴意义，因此，农村绿色保险在这些地区具有空

间溢出效应。农业保险政策的实施不仅推动了本地

区农户的农业绿色转型，还能逐渐影响周边地区的

农户生产行为。此外，农业绿色转型具有正外部性，

这种由于地理接近而产生的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

可以逐步带动附近地区的绿色转型进程。由于我国

各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各省份的农业

绿色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积累才能更好地发挥正向溢

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农村绿色保险

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对邻近地

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1.2  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机制分析

农户是否选择绿色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主

要考虑其经营风险与预期收益。当农户认为绿色生

产方式的风险损失高于预期收益时，选择该生产方

式的可能性较小 ；反之，当农户认为绿色农业生产

的预期收益高于风险损失时，则更倾向于选择这一

生产方式。农村绿色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

工具，能够改变农户的经营成本与预期收益，从而

影响其农业生产决策。本文从农业生产规模扩张、

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更有利于

绿色农业发展。与普通小农户相比，规模较大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绿色发展

理念的认同和接受度也更强。此外，这些经营主体

的资金更为充足，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来选择绿色

有机的农业生产方式 [28]。农村绿色保险通过降低生

产成本与分散风险，有效缓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高成本与高风险问题。从

生产经营的性质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专业

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因此，

家庭收入更易受自然灾害影响 [29-30]。由于绿色农业

的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传统农业，这类经营主体对

农村绿色保险的需求更加迫切。已有研究表明，政

策性农业保险能够有效推动农地规模化经营 [31-32]，

集中连片的农业经营模式有助于合理配置农业生产

要素 [33]，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此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表现出标准化与专业化的特

点，能有效控制要素投入和污染排放，从而降低农

业碳排放和面源污染 [34]。

2）与其他金融工具相比，农村绿色保险能有

效缓解农户从事绿色农业生产的经营风险，激励其

选择更环保的生产方式。尽管我国推行了多种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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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政策，农户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贷款资

金，但他们的绿色转型意愿普遍不足。根据“理性

小农理论”，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会以利益最

大化为目标，在推进绿色农业转型时，只有在感知

收益大于感知成本时，才会投入生产 [35]。农业属于

高风险行业，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

农户不仅要考虑生产投入，还要权衡最终利润。如

果遭遇自然灾害或价格波动，农户可能面临农产品

产量下降或销售困难，导致收入损失，损失可能超

过初始生产成本。如果无法分散风险，农户的绿色

转型就难以实现。因此，低利率贷款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农户面对生产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只有有效

降低农户的风险感知成本，才能提高其预期收益。

农村绿色保险作为风险分担与赔偿工具，能有效降

低农户的风险感知成本，提升其生产投入意愿，在

此基础上，低利率贷款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此外，农村绿色保险还可降低农户贷款违约率，缓

解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步提高

农户获取信贷资金的可能性。这样，农户不仅能够

通过绿色保险降低风险感知，还能获得更多的信贷

支持，从而有更多资本进行绿色转型。

3）农业技术进步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

路径，而农村绿色保险作为重要的农业风险管理工

具，也能积极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36-37]。从农户的角

度来看，在选择是否采用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时，

往往担心技术投入的成本和风险。然而，在农业保

险等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可以有效缓解农户对创新

技术的顾虑，提高其对绿色农业技术的应用意愿。

尚燕等 [38] 研究发现，农户购买农业保险能够直接

促进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并通过提升风险转移效

果间接促进该技术的采纳。黄敏等 [11] 通过实证分

析发现，农业保险和互联网的使用能显著促进农户

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尤其是对中青年农户的影响

更为显著。毛慧等 [24] 的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农

户绿色农业技术的采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进一

步发现，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额越高，农户越倾向于

采用绿色农业技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

农村绿色保险能够激励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增

加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

平，进而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11—2021 年期间 30 个省（区、市）

（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绿色食品统计年报》《中

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1—2018 年），以及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19—2021 年），

并结合各省（区、市）统计年鉴整理得出。对于部

分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处理。此

外，为减少误差，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绿色发

展水平。目前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指标尚未统一，

大多数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进行衡量。本文结合

“十四五”规划文件，参考中国农业科学院与中国

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联合撰写的《中国农业绿色发

展报告 2022》及魏琦等 [39] 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农

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具体的指标体系从资源节约

保育、生态环境安全、绿色产品供给以及生活富裕

美好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同时，参考前人研究 [39]，

本文采用熵权法通过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值，有效

克服主观赋权带来的偏差，客观反映指标的离散程

度和重要性差异，对各指标进行测算。具体指标体

系如表 1 所示。

2.2.2  核心解释变量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水平。根据

《绿色保险业务统计制度》的规定，农业保险涵盖

了包括传统的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在内的各类保险

业务，以及近年来推出的创新型保险产品，如林业

碳汇指数保险和耕地地力指数保险等，均属于绿色

保险的范畴。因此，本文将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农

村绿色保险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通过农

业保险密度来衡量。具体来说，农业保险密度由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之比构成。

2.2.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参考了郭海红和李

树超 [40]、黄伟华等 [41] 的研究方法，包括政府财政

涉农支出、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生产成本、农业受灾情况和农业水资源环境。

2.2.4  中介变量  本文基于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维

度确立中介变量，分别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农业信贷与农业技术进步作为衡量指标。其中，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采用农业合作社成员数、家庭

农场成员数和农业企业成员数总和表示 ；农业信贷

采用人均涉农贷款，即涉农贷款与第一产业就业人

数之比表示 ；农业技术进步则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查

询各省份历年的农业专利数量表示。以上变量具体

释义如表 2 所示。

2.3  模型设定

2.3.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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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计量经济学引入了空间权重矩阵。根据现有文献，

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基于地理

位置构建的，如邻接权重矩阵和距离权重矩阵等 ；

另一类是基于社会经济因素的空间权重矩阵。前者

能够满足空间权重外生性假设，而后者具有较强的

经济含义。由于社会经济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

较大，为了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外生性，本文最终

选择基于地理距离来构建权重矩阵。该矩阵通过经

度和纬度计算地理距离，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2.3.2  空间相关性检验模型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估

计之前，需要首先检验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

采用莫兰指数方法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进

行检验，以判断是否可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莫兰

指数检验不仅需要从全局角度进行分析，还应通过

局部莫兰指数进一步深入探讨。

2.3.3  空间计量回归模型  当前，空间计量模型的研

究主要集中 在空间误差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

间杜宾模型等形式。本文基于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

模型，分析农村绿色保险与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空

间效应。具体而言，首先对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多

项检验，确认可以采用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 ；

其次，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能够有效融合空间

误差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其解释力更强。因此，

本文采用以下空间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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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释义 类型 权重

资源节
约保育

耕地保有率 /% 年末耕地总面积与上年末耕地总面积之比 正向 0.009

水土流失 /% 水土流失面积与国土面积之比 负向 0.025

农地灌溉面积比重 /% 农地灌溉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 正向 0.137

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 /t 农业用水量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之比 负向 0.027

生态环
境安全

碳排放强度 /（kg/hm2） 农业碳排放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 负向 0.061

化肥施用强度 /（kg/hm2） 化肥施用量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 负向 0.050

农药使用强度 /（kg/hm2） 农药使用量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 负向 0.033

农膜使用强度 /（kg/hm2） 农膜使用量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 负向 0.039

绿色产
品供给

单位面积优质农产品数 /（个 / 万 hm2）
地理标志农产品、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有机产品数量之和
与耕地面积之比

正向 0.055

人均粮畜产量 /（t/ 人） 粮畜产品产量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比 正向 0.080

生活富
裕美好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反映农民生活质量 正向 0.082

人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万元 / 人）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第一产业人数之比 正向 0.070

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率 /%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的行政村数量与行政村数量之比 正向 0.157

生活污水有效处理率 /% 农村生活污水有效处理的行政村数量与行政村数量之比 正向 0.175

　　注 ：粮畜产品产量按照《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对粮畜产品产量的计算，肉类产量按照 1:3 的比例折算为粮食产量，即 1 单位肉类
产量相当于 3 单位粮食产量。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指标 指标释义 均值 标准差

核心解释变量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水平 /（元 / 人）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之比 382.10 534.00

被解释变量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熵权法测算得出 0.24 0.11

控制变量

财政涉农支出 / 亿元 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 2 057 11 524

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 年
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口数与相应的受教育年限相乘后加总，再
除以 6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其中，未上学 =0，小学 =6 年，
初中 =9 年，高中 =12 年，大专及以上 =16 年。

7.81 0.61

农业机械化水平 /（kW/hm2）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面积之比 0.640 0.232

农业生产成本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102.90 3.80

农业受灾情况 / 万 hm2 省份的农业用地受灾面积 7.63 7.53

农业水资源环境 / 亿 m3 水资源总量 806.40 717.80

中介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 个 农业合作社成员数、家庭农场成员数和农业企业成员数总和 192.40 227.70

农业信贷 /（万元 / 人） 涉农贷款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比 19.52 25.20

农业技术进步 / 件 农业专利数量 2 914 3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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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 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即

附近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发展

水平的影响 ；β 为本地区农村绿色保险发展对本地

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

年份，γ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包括政府

财政涉农支出、农村受教育年限、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生产成本、农业受灾情况与农业水资源环境 ；

θ 为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

效应，即其他附近地区的农村绿色保险对本地区农

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μi 为个体固定 ；λt 为时间

固定 ；εit 为误差项。

2.3.4  中介效应回归模型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42] 对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分析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构

建模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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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为中介变量，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

业资本投入与农业技术进步 ；φ 为中介变量对农业

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ω 为相邻地区中介变量对本 
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余变量含义与式

（1）相同。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地域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了 30 个省（区、市）在

2011—2021 年间各年度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得分

（图 1）。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

地区省份，其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得分整体较高；

而偏西部地区如甘肃、青海、云南、贵州等地的农

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低。江浙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

平较高，符合现实情况。具体而言，上海地区得分

最高，而甘肃地区得分最低，表明我国东西部以及

各省份之间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3.2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3.2.1  莫兰指数分析  表 3 展示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的全局莫兰指数。从表中可以看出，2011 年至 2021
年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莫兰指数均在 1% 的统计

水平下显著，通过了检验，表明各省（区、市）之

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然而，全局莫兰指数

仅反映了整体的集聚效应，无法揭示具体的集聚现

象。因此，本文选择 2012 年、2015 年和 2021 年我

国 30 个省（区、市）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分别做

局部莫兰指数检验。由表 4 分析结果显示，地区分

布主要集中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呈现“高 - 高”

集聚与“低 - 低”集聚现象，这进一步验证了全局

莫兰指数所显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图 1　各地区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Fig. 1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levels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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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模型选择的相关检验  通过全局莫兰指数与局

部莫兰指数的分析，已确认各省（区、市）存在空

间自相关性。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

对空间误差与空间滞后效应进行了检验，具体结果

如表 5 所示。LM 检验中的 4 个统计量均显著拒绝

了原假设，证明可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为了进一

步验证模型的选择及固定效应的合理性，本文采用

了 LR 检验（包括模型选择与固定效应选择的检验）、

Wald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LR 检验（1）结果表明，

空间杜宾模型相较于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

型更为优越 ；Wald 检验则确认空间杜宾模型不会退

化为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自回归模型 ；Hausman 检

验拒绝原假设，表明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最终，LR
检验（2）结果确认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因此，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作为

空间相关性分析的模型。

3.3  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分析

3.3.1  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  如表 6 所示，分别列

出了空间误差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与空间杜宾

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从中可以观察到，各地区的

表 3　2011—2021 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
Table 3　Global Moran’s I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from 2011 to 2021

年份 莫兰指数 期望值 标准差 Z 值 P 值

2011 0.153 -0.034 0.034 5.461 ＜ 0.001

2012 0.163 -0.034 0.035 5.717 ＜ 0.001

2013 0.176 -0.034 0.035 5.962 ＜ 0.001

2014 0.176 -0.034 0.035 5.942 ＜ 0.001

2015 0.185 -0.034 0.036 6.181 ＜ 0.001

2016 0.197 -0.034 0.035 6.556 ＜ 0.001

2017 0.174 -0.034 0.036 5.819 ＜ 0.001

2018 0.165 -0.034 0.035 5.630 ＜ 0.001

2019 0.143 -0.034 0.034 5.160 ＜ 0.001

2020 0.154 -0.034 0.036 5.318 ＜ 0.001

2021 0.121 -0.034 0.033 4.645 ＜ 0.001

表 4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局部莫兰指数检验
Table 4　Localized Moran’s I index test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类型 2012 年 2015 年 2021 年

“高 - 高”
聚集区

江西、山东、福建、天津、江苏、浙江、北京、
上海

江西、山东、福建、天津、江苏、浙江、
北京、上海、安徽

山东、福建、天津、江苏、浙江、
北京、上海、安徽、湖北

“低 - 高”
聚集区

安徽、河北、辽宁、湖北、河南、吉林 河北、辽宁、湖北、河南、吉林 河南、江西、湖南

“低 - 低”
聚集区

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新疆、宁夏、
重庆、四川、青海、陕西、海南、广西、云南、
贵州、甘肃

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新疆、
宁夏、重庆、四川、青海、陕西、海南、
广西、云南、贵州、甘肃

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新疆、
四川、青海、陕西、海南、广西、
云南、贵州、甘肃、辽宁、山西

“高 - 低”
聚集区

广东 广东 广东、河北、宁夏、重庆

表 5　基于空间地理权重矩阵的空间相关性再检验
Table 5　Re-examination of spatial correlation based on the spatial geographical weight matrix

检验方法 检验指标 统计量 P 值 结果

LM 检验

空间误差

莫兰指数 6.906 ＜ 0.001

可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

拉格朗日乘数 34.624 ＜ 0.001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 17.117 ＜ 0.001

空间滞后
拉格朗日乘数 20.527 ＜ 0.001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 3.020 0.082

LR 检验（1）
空间自回归模型嵌套于空间杜宾模型 23.830 0.001

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更佳
空间误差模型嵌套于空间杜宾模型 22.660 0.002

Wald 检验 - 30.660 ＜ 0.001
不宜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与空间自回归模型

Hausman 检验 - 29.560 0.014 采用固定效应

LR 检验（2）
时间效应嵌套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230.50 ＜ 0.001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

模型个体效应嵌套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46.240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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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

用。此外，空间杜宾模型的结果显示，邻近地区的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对本地区农业绿色转型存在正向

溢出效应，溢出弹性为 0.304。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

邻近地区的农村绿色保险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效仿

效应，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农村绿色保险补贴的提高，

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然而，

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中，ρ 系数为负且

显著，表明存在空间虹吸效应，即邻近地区农业绿

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产生负向影响。其原因在于 ：首先，我国的农业绿

色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省际之间的农业发展水平

存在一定不均衡 ；其次，农业绿色发展是一个长期

积累的过程，需要时间才能显现其溢出效应。基于

Lesage 和 Pace[43]、马晓君等 [44] 在杜宾模型中可能

存在的因变量空间滞后系数的系统性偏差，本文进

一步对全国各省（区、市）农村绿色保险对本地区

及周边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总效应分解

分析。

3.3.2  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  空间杜宾模型

的空间效应可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直接效应反映了农村绿色保险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发

展水平的影响。根据表 7 的结果，直接效应呈现正

向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 0.094，并在 1% 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 ；间接效应则表示本地区的农村绿色保

险对邻近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

0.199，显著高于直接效应，表明邻近地区的影响更

为强烈。总效应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综合作用，

其回归系数为 0.293，显著性同样较强，进一步证

明了农村绿色保险在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中的积

极作用。

在前文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邻近

表 6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spatial econometric regression

变量
空间误差模型 空间自回归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

时间固定 地区固定 双向固定 时间固定 地区固定 双向固定 时间固定 地区固定 双向固定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
0.077***
(0.017)

0.103***
(0.019)

0.096***
(0.018)

0.087***
(0.018)

0.109***
(0.016)

0.093***
(0.018)

0.081***
(0.018)

0.090***
(0.018)

0.100***
(0.018)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的空
间溢出

0.013
(0.162)

0.126**
(0.052)

0.304**
(0.130)

财政涉农支出
0.257***
(0.024)

0.005
(0.020)

0.001
(0.021)

0.271***
(0.024)

-0.012
(0.011)

0.002
(0.021)

0.258***
(0.025)

-0.226
(0.150)

0.002
(0.020)

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0.400*
(0.213)

-0.435
(0.292)

-0.118
(0.295)

0.176
(0.201)

-0.170
(0.269)

-0.213
(0.288)

0.678***
(0.250)

6.151***
(1.899)

-0.337
(0.287)

农业机械化水平
0.164***
(0.040)

0.119**
(0.050)

0.149***
(0.049)

0.134***
(0.040)

0.109**
(0.049)

0.137***
(0.049)

0.120***
(0.045)

0.504
(0.310)

0.098**
(0.049)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0.748
(0.581)

-0.701**
(0.289)

-0.899***
(0.298)

-0.820
(0.566)

-0.188
(0.185)

-0.843***
(0.292)

-0.563
(0.589)

4.174
(3.739)

-0.650**
(0.285)

农业受灾面积
-0.087***

(0.011)
0.008

(0.010)
0.015

(0.010)
-0.079***

(0.010)
0.008

(0.010)
0.013

(0.010)
-0.103***

(0.012)
-0.096
(0.091)

0.011
(0.010)

水资源环境
0.026**
(0.012)

0.025
(0.023)

0.033
(0.023)

0.020
(0.012)

0.029
(0.023)

0.029
(0.023)

0.018
(0.012)

0.026
(0.090)

0.025
(0.023)

观测值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拟合优度 0.523 0.318 0.322 0.507 0.396 0.294 0.640 0.381 0.336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下表同。

表 7　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Table 7　Decomposed spatial effects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 0.094***(0.019) 0.199**(0.083) 0.293***(0.082)

财政涉农支出 0.005(0.020) 0.006(0.062) 0.012(0.064)

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0.078(0.288) 3.547***(1.278) 3.469***(1.322)

农业机械化水平 0.112**(0.047) 0.342*(0.192) 0.454**(0.193)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0.610**(0.303) 0.105(1.522) -0.505(1.610)

农业受灾面积 0.013(0.010) 0.066(0.050) 0.079(0.053)

水资源环境 0.041*(0.024) 0.207*(0.120) 0.248*(0.128)

观测值 330 330 330

拟合优度 0.336 0.336 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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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农村绿色保险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具有

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这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相契

合，通过相邻省份的互动效应，推动了全国农业绿

色发展水平的逐步提升。因此，假设 1 得到了证实：

农村绿色保险不仅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促进作

用，而且对邻近地区也能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3.3.3  分维度回归分析  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农村绿

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本文进一步从

资源节约保育、生态环境安全、绿色产品供给和生

活富裕美好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这些维度主要依据

“十四五”规划文件以及《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

2022》中的相关指标进行衡量。

如表 8 所示，农村绿色保险对四个维度均有促

进作用，但资源节约保育维度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而生态环境安全、绿色产品供给和生活富裕美好维

度则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主要与我国

农村绿色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初期目标有关。最初，

政策重点在于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

平，而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及对食品安全

的关注，消费者对绿色食品和绿色发展的重视也推

动了绿色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绿色产品供给相较于 2016 年增长

了两倍，绿色农产品销售额达到 5 582.46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了 1.44 倍 [45]。因此，绿色产品供给和

生活富裕美好维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211 和 0.290，

而资源节约保育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回归系数较低，

分别为 0.023 和 0.046，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近年来，我国在农业化学用品使用和农业碳排

放方面有所减少。秦国庆等 [11] 研究发现，政策性

农业保险能够使化肥、农药和农膜使用量平均分别

下降 3.50%、6.70% 和 6.40%，同时，农业保险的

参与者平均减少的碳排放达到了 252 kg/hm2。因此，

尽管生态环境安全维度的回归系数较小，但依然表

现出显著的效果。然而，资源节约保育维度的效果

不显著，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起步较晚，

且农业化学用品长期使用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和耕

地质量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尽管近年来农业绿色

发展有所进展，主要集中在可控因素的改善（如减

少农药、化肥和农膜使用），但长期积累的问题依

然影响着资源节约保育的效果。

3.4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说服力，本文通

过更换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计算方法、空间地

理权重矩阵的设定，以及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

一步分析，提高结果的稳健性。其中，解释变量更

换为农业保险赔付支出 ；被解释变量采用主成分分

析方法计算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空间地理权重矩阵

根据经纬度进行处理后，更换为空间地理距离平方

倒数的标准化矩阵 ；模型则更换为滞后一期的动态

空间杜宾模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能够有效避免工

具变量法可能引发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并克服一定

的估计偏差，因此被用作内生性检验方法。

从表 9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更换变量、矩阵还

是模型，本地区的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发展依

然存在正向促进作用。除了滞后一期的动态空间杜

宾模型外，邻近地区的农村绿色保险对本地区农业

绿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然而，空

间滞后一期的溢出效应系数为负且显著。通过动态

空间杜宾模型，结合时间滞后一期与空间滞后一期

的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邻近地区的农业绿

色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的

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尽管从同期来看全局效应

为负，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及各地区局部溢出效应的

显现，农业绿色转型的发展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逐步

累积。因此，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即农村绿色保

险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产生正向的空

表 8　分维度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8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by dimension  

变量 资源节约保育 生态环境保护 绿色产品供给 生活富裕美好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 0.023(0.023) 0.046***(0.016) 0.211***(0.033) 0.290***(0.039)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的空间溢出 0.332**(0.160) 0.123(0.113) -0.196(0.226) 0.902***(0.279)

财政涉农支出 -0.008(0.027) -0.028(0.019) 0.126***(0.038) 0.034(0.045)

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0.084(0.398) 0.666**(0.280) 0.892(0.559) -0.972(0.659)

农业机械化水平 0.038(0.063) -0.333***(0.044) 0.006(0.089) 0.290***(0.105)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0.577(0.421) 0.192(0.295) -0.580(0.588) -0.768(0.694)

农业受灾面积 -0.009(0.014) 0.009(0.010) 0.025(0.019) 0.042*(0.023)

水资源环境 0.040(0.031) 0.006(0.022) 0.042(0.044) 0.120**(0.052)

观测值 330 330 330 330

拟合优度 0.005 0.121 0.290 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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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溢出效应。

3.5  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逐步回归检验方法，实证结果表明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在农

村绿色保险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中均起到了完全

的中介作用。从表 10 中可以观察到，农村绿色保

险对中介变量的回归均显示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在

农村绿色保险的作用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

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46，农业涉农贷

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188，农业绿

色技术水平提高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71。

在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下，更多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能够有效缓解农业风险带来的担忧，增强农

业种植信心，并愿意投入更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

从而促进农业绿色技术的接受度提高。此外，基于

中介变量的分析，邻近地区的农村绿色保险对本地

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仍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

应，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综上所述，

本文有效地证实了假设 2 ：农村绿色保险通过促进

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农业信贷增长以及农业绿色技

术水平提升，推动了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3.6  异质性分析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

民生活水平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考

虑到我国不同地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

距，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可能

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从地理分布的区域异质性

和是否为粮食主产区这两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和

组间差异性检验。在组间差异性检验方面，本文参

考了 Clogg 等 [46]、Paternoster 等 [47] 的检验方法。

3.6.1  基于地理分布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农村绿色保

险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可能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表 11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农

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在三个地区均具有

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中部和

表 10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10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s

变量 农业劳动力投入
农业绿色发展

（劳动力）
农业资本投入

农业绿色发展
（资本）

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绿色发展

（技术）

农业劳动力投入 0.046***(0.016)

农业资本投入 0.188***(0.043)

农业技术进步 0.071***(0.026)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 0.171***(0.062) 1.355***(0.438) 0.208***(0.023) 0.068***(0.019) 0.240***(0.039) 0.085***(0.018)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的空间溢出 1.355***(0.438) 0.319**(0.135) 0.874***(0.177) 0.068***(0.019) 0.240(0.270) 0.420***(0.124)

农业劳动力投入的空间溢出 -0.029(0.091)

农业资本投入的空间溢出 -0.725**(0.292)

农业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 -0.461**(0.1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拟合优度 0.010 0.010 0.135 0.568 0.040 0.446

表 9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Table 9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

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空间距离矩阵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滞后一期的农业绿色发展 0.877***(0.041)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 0.054***(0.009) 0.099***(0.018) 0.028*(0.017)

农业保险赔付支出 0.073***(0.015)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的空间溢出 0.164**(0.066) 0.091*(0.053) -0.138(0.110)

农业保险赔付支出的空间溢出 0.380***(0.1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是 是 是 是

变量 330 330 330 300

拟合优度 0.275 0.433 0.274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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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回归系数相差近 2 倍。通过组间差异分析，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

性效果。原因可能在于 ：1）经济发展水平。东部

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更高，

农业占比相对较低，导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为平

稳，面源污染较少。由于经济实力较强，东部地区

对农村绿色保险的投入更多，农业绿色发展的保护

效果也更好，从而使得农村绿色保险的促进作用相

对较小。2）耕地分布。东部地区的耕地分布相对

零碎，且农业投入更多依赖可循环使用的生产要素，

而非过度依赖化学用品。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

农业受到的污染较少，从而弱化了农村绿色保险

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3）政策性农业保险。自

2013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开始，农业补贴效应

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愈发明显，显著促进了当地农业

绿色转型发展。此外，从表中还可看出，邻近地区 
的农村绿色保险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正向的

溢出效应，进一步体现了农村绿色保险的正外部性。

3.6.2  基于粮食主产区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农

业生产结构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同的效应，从而影响

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本文基于财政部 2003 年划分

的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如

表 11 所示，农村绿色保险对各地区农业绿色转型

发展均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且通过 P 值计算，组

间差异性达到了显著水平。在统计分析中，非粮食

主产区的回归系数为 0.127，并且在 1% 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而粮食主产区的回归系数仅为 0.007，

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区别的原因可能在于，

我国农业污染问题主要来源于农业化学品的长期投

入以及机械化设备排放的温室气体等，而这些问题

在粮食主产区更为突出，因此农业绿色转型的发展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尽管粮食主产区的农

村绿色保险在促进农业绿色转型方面有所作用，但

其效果相对较小。相反，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污染

较为轻微，农村绿色保险在推动农业绿色转型方面

的效果更为显著。此外，还观察到在非粮食主产区，

邻近地区的农村绿色保险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

影响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回归系数为 0.225，显

示出较大的效应，这一发现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尤其在绿色产品供给和生活富裕美

好两个维度上效果更为明显，但在资源节约与保育

方面的效果未达到显著水平。

2）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本地区的农村绿色

保险对邻近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

溢出效应。然而，由于各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

在不均衡，邻近地区对本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呈现负向效应。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随着

时间的推移，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展现出正向空

间溢出效应，这表明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是一个需要

时间积累的过程。

3）机制分析层面上，农村绿色保险通过促进

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层面，推进农业绿色的转型

发展。从机制分析的角度来看，农村绿色保险通过

促进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绿色

转型的发展。

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地理区域的异

表 11　异质性分析
Table 11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粮食主产区 非粮食主产区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 0.089***(0.029) 0.231***(0.057) 0.195***(0.040) 0.007(0.031) 0.127***(0.024)

农村绿色保险发展的空间溢出 0.080(0.106) 0.600***(0.185) 0.626***(0.185) -0.085(0.138) 0.225**(0.091)

财政涉农支出 -0.008(0.016) 0.413*(0.246) 0.102(0.142) 0.416***(0.063) 0.046(0.059)

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0.940***(0.291) 1.187(1.054) -0.215(0.494) 0.398(0.417) 2.028(1.304)

农业机械化水平 0.244***(0.065) -0.069(0.093) -0.012(0.198) 0.092(0.061) 0.795***(0.282)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1.892***(0.328) 0.022(1.538) -0.999**(0.485) 0.487(0.338) -2.918(1.864)

农业受灾面积 0.002(0.009) 0.028(0.034) 0.023(0.023) 0.004(0.012) 0.132**(0.062)

水资源环境 -0.058**(0.025) 0.082*(0.043) 0.213***(0.049) 0.026(0.024) 0.434***(0.157)

观测值 143 66 121 143 187

拟合优度 0.171 0.497 0.377 0.050 0.176

组间差异性检验
东中部地区差异性 Z 值 ：0.987 ；P 值 ：0.027
东西部地区差异性 Z 值 ：0.985 ；P 值 ：0.031
中西部地区差异性 Z 值 ：0.692 ；P 值 ：0.616

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
Z 值 ：0.999
P 值 ：0.002

　　注：粮食主产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川、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非粮食主产区包括山西、
陕西、重庆、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宁夏、海南、云南、甘肃、贵州、新疆、青海、北京、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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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分析，农村绿色保险在东部地区对农业绿色

转型发展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西部和中部地区 
的影响较为显著。从粮食产区的视角来看，农村绿

色保险在非粮食主产区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

显著。

4.2  政策建议

1）完善绿色财政支农体系，引导农村绿色保

险持续往绿色方向发展。加强农业保险领域的顶层

设计、政策支持和财政支农等方面，完善农业保险

的组织管理和制度体系。应推动《农业保险条例》

的修订或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为农业可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鼓励保险公司提

升农业保险产品的绿色创新能力，绿色产品的创新

需要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投入，政府应提供相

应的支持，促进绿色保险产品的创新。

目前，耕地地力指数保险、林业碳汇指数保险

等产品的应用范围尚较为狭窄，应引导农户对新型

保险产品的认可，扩大保险保障范围。技术创新应

助力农业现代化转型，随着农业保险核保、理赔等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地政府可以与农业保险机

构合作，利用数字技术，引导农户科学规范地控制

化肥、农药等化学用品的使用量，进行农地环境污

染的实时监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有关农

业保险领域的顶层设计、政策支持、财政支农等方

面，完善农业保险组织管理和制度体系，实施修订

《农业保险条例》或研究制定相关农业保险法律法

规，为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鼓励保险公司提高农业保险产品的绿色创新，绿色

产品的创新需要更多的资金、技术、人力投入，政

府应给予相应的扶持，扩大绿色保险产品的创新。

2）因地制宜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发挥农

业绿色发展的区域联动效应。我国的地理和气候环

境复杂，各地区的农业发展差异显著。本文的异质

性检验分析也揭示了不同地区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

的差异。因此，在推动农村绿色保险发展时，需要

做到因地制宜。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资源禀赋，结合顶层设计与政策建议加以推广

和实施。研究表明，粮食主产区、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的农户应加强保费补贴力度。

此外，由于农业保险与农业绿色发展存在空间

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应加强与邻近地区政府的合作，

利用区域间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随

着时间的积累，农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外部效应将逐

步显现，这意味着各地区间的发展具有联动效应。

如果邻近地区发展得好，本地区的环境问题也将得

到改善。因此，地方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应协同

合作，共同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各区域的融合

度，享受农业绿色发展带来的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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