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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保險之實施現況與展望 

陳森松 

由行政院農糧署農業統計年報天災損

失資料顯示，台灣地區近十年每年帄均約有

新台幣 142億元之農業損失，而歷年來政府

對於農漁民的災損主要以現金救助或低利

貸款方式來助其復耕養，但現金救助金額的

不確定性高，低利貸款的杯水車薪效益不

大，因而從二十餘年前政府即想開辦農作物

保險而委託農業經濟學者做了一系列農業

保險的基礎研究，但一直受困於其研究報告

不具保險實務可行性而束諸高閣。直到馬政

府最後任期為落實「任內實施農業天災保

險」的競選政見，農委會才在 103年初，勉

強擠出少許預算委託保險學術機構與富邦

產險公司進行「試辦高接梨農作物天災保

險」的研究計劃，終於在 104年底富邦產險

公司不負所託，獲得金管會的許可，成功的

開創我國繼家畜保險之後，五十餘年來第一

張農作物的天災保險-高接梨的天災保單，

該張保單並在 105 年度獲得「信望愛產險商

品創新獎」。雖然到此時，農業保險的發展

仍落後中國大陸、韓國、越南或印尼等鄰近

新興國家，但富邦產險公司的成功開辦，已

陸續引起國內產險業者的參與意願，接著

105 年民進黨勝選，蔡政府繼續朝農業保險

法制化推展，迄今試辦情況已是各家爭鳴百

花齊放，新開辦的農業保險標的除水稻與果

樹等農作物最主要項目外，也包含水產養殖

魚及家禽。 

一、 農業保險的開辦情況 

(一) 農業保險已開(試)辦的險種表 

保險 

標的 

承保

機構 

最高保險金額/ 

每頭或公頃 

保險 

費率 
說    明 

肉豬

乳牛 

各級

農會 

肉豬死亡每頭 1,200

元 ， 乳 牛 死 亡 每 頭

24,000 元 

豬 2.7% 

牛 6.17% 

1. 家畜保險於民國五十二年七月創辦迄今已 55

年。後續又開辦種豬、乳羊及豬隻運輸傷亡保

險。 

2. 本險費率各等級不同，以一級為例，政府補助

保費的 70%。豬隻運輸死亡保險一級保額 5500

元，50 公里內費率 0.29%，政府補助 1/2。 

梨 

(高接

梨) 

富邦 

產險

公司 

實損實賠型 

颱風豪雨 35 萬元、寒害

6 萬元 

17.19% 
104 年僅承保高接梨，現已擴大到所有梨。農委

會、與各產區市政府或縣農會分別補助 1/3，農民

負擔 1/3。 
政府災助連結型 

颱風豪雨 9 萬元、寒害

6 萬元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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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標的 

承保

機構 

最高保險金額/ 

每頭或公頃 

保險 

費率 
說    明 

水稻 

富邦 

產險

公司 

保障程度 x 前五年平均

收穫量 x 輔導收購價格

x 保險面積 x 投保比例 

約 6% 
農委會補助 1/2，產區各市政府或縣農會補助

5%~40%，農民最低負擔 10%。 

石斑

魚 

富邦 

產險

公司 

每公頃 100 萬元或 

200 萬元 
17.11%

農委會補助 1/3，產區各市、縣政府補助 1/3，漁

民負擔 1/3。 

芒果 

國泰 

產險

公司 

政府災助連結型 

颱風豪雨寒害 9 萬元 
40% 

農委會補助 1/2，產區市、縣政府補助 1/3。農民

負擔 1/6。 區域收穫型 

413,828 元 
13.12%

水產 

臺灣 

產險

公司 

預估養殖成本每公斤單

價 x 預估收穫量=預估

養殖成本 

9% 農委會補助 1/3 保險費，縣市政府補助 1/3。 

禽流

感 

明台 

產險

公司 

每隻家禽承保飼養費用

x 投保比例 x 投保隻數 

約 8% 

農委會補助 1/2，台中市 1/4。 

係配合政府防疫制度結合撲殺補償機制，承保事

故為禽流感病毒感染所造成白肉雞、蛋雞之損

失；雞隻被撲殺後，除可獲得政府 60% 撲殺補償

金，雞農最高可得到 20% 理賠金。 

每隻家禽每日產蛋收入

損失 x 承保天數 x 投保

隻數 

釋迦 

臺東

地區 

農會 

收入保險 30 萬元 17% 
農委會補助 1/2，產區縣政府補助 1/20。 

樹體附加險 8.5 萬元 7% 

資料來源：農業金融局網站、各產險公司網站、中華民國農會(107.4.30)。 

(二) 農業保險試辦成果表 

年度 保險標的 投保件數 
總保費 

(萬元) 

理賠額 

(萬元) 

賠款率 

(理賠額/總保費) 

104 高接梨 89 246 356 145% 

105 
梨 169 486(約) 804 165% 

芒果 6 21 0 0 

106 

梨 213 - - 仍在保險期間，損失發展中。 

芒果 150 334 - 仍在保險期間，損失發展中。 

釋迦 92 250(約) - 統計年報尚未公布 

養殖水產 44 215 1990 925% 

二期稻 4,419 2,074 632 30% 

石斑魚 18 302 502 166% 

107 
禽流感 7 17.6(約) - 仍在保險期間，損失發展中。 

一期稻 1,256 - - 仍在保險期間，損失發展中。 

資料來源：農業金融局網站、相關電子報、富邦產險網站(107.3.31)。 



 

封

面

主

題 

特

載 

專

題

論

述 

他

山

之

石 

法

律

論

述 

․
第
七
十
五
期
․ 

 

保

險
小

故

事 
 

~ 13 ~ 

二、 農作物保險試辦現況說明 

從上二表中，我們發現農作物保險試

辦現況，有幾點特色： 

1. 農漁民的投保意願低落。 

 除了 106 年二期水稻的投保件數量達

4,419 件外，其餘的投保件數都很低，

保險覆蓋率都低於 5%，根本談不上大數

法則所需要的承保單位量。究其原因，

除水稻外，主要是費率太高，總保險費

負擔太重，相對於免費的現金救助，農

民投保意願低落。另外，雖然最終農民

實際僅承擔總保費的 1/2~1/10，但除水

稻、釋迦與禽流感外，要由農民先墊支

昂貴的總保費，墊支保費的資金缺口讓

農民一時有痛苦感受而縮手不願投保。 

2. 養殖水產保險(降水量)與石斑魚寒害

保險(低溫)是屬於指數型保單外，其餘

皆屬實損實賠的補償型保險。 

3. 各種作物產區集中，風險難分散，尚且

可保風險暴露單位太少，各種作物個別

承保，實務上很難達大數法則所需的

量，造成保險很難穩定經營。 

4. 只有一張釋迦保單是承保「收入」，其

餘保單均僅承保「生產成本」的損失。 

 一般商業財產保險，均以承保「成本」

為主，「收入」損失則以附約方式承保

保險金額的 10%~20%，這樣處理可以避

免誘發道德性風險，且理賠即時，避免

損失的擴大。但釋迦收入這張保單有下

列幾點不利農作物保險未來發展的因

素： 

(1) 本保單係由農委會直接主導設計的

保險制度，非由金管會核准的保險

商品，不但保單條款的用詞或費率

的計算，均不符保險業之專業規

範，而無法進入商業保險的共保或

再保機制。該保險係由地區農會承

保，農委會以國家預算負最終的財

務盈虧責任，並沒有風險分散機制

的設計。 

(2) 該保單係以收入是主約，樹體為附

約。縱然已發生焚風造成裂果等的

損失，但仍要等到產季結束才有產

地的綜合批發價做為「收入」賠償

之計價基礎，無法達到保險理賠的

即時性，嚴重影響到農民復耕所需

之資金缺口，不利災後農村的經濟

復甦，也會留下一些理賠的長尾業

務。 

(3) 釋迦作物之主要產區是台東地區，

批發價在天災所致產量減少的情況

下很容易被操縱，造成損失額度無

法事前預估。且本次受焚風災害的

面積占總產區面積少，將無法影響

到產區的價格，造成縱然有買保

險，也有遭受損失的農民，卻無法

獲得賠償的奇怪現象，已引起該產

區受焚風損害果農的不滿。農委會

在此一險種的實驗，已讓農民留下

“被保險騙了”的不好印象，恐不

利於將來該項作物匯入農作物天災

商業保險時的投保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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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辦困境的解決方案 

1. 想辦法降低保險費率，以提高投保意

願。至於如何降低費率呢？ 

 首先農委會的主管官員們，要先正確認

識「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保險公

司是不確定事件的融資機構，不是來幫

政府承擔每年帄均 142 億元天災損失

的。長期而言，總保險費收入一定要大

於保險期間的賠款。所以保險費為什麼

哪麼貴的道理就是在此。因此： 

(1) 假設每年天災損失的眾數若 100 億

元，那就每年固定編列現金救助

的預算 100 億元放入「農作物天

災補償基金」做為扣除式免責額

(straight deductible)，而各種農

作物天災保險做為超額保險(excess 

of loss insurance)，那保險的損失

機率低，費率就會很低。 

(2) 各級政府的保費補助，不應由農民

先墊支，改由承保公司按批次向補

助機構提出申請，農民自然會感覺

費率是承受得起的(affordable)，

而會提高保險的覆蓋率。 

2. 各種作物產區集中，若各種作物又個別

開發保單，實務上要如何達成穩定經營

需符合大數法則所需的量呢？除水稻

作物的風險暴露情況符合單獨成為一

張保單外，其餘的作物分成魚蝦之「水

中作物」與「農作物」兩大類，設計成

為兩個聯營團體(pool)。而農作物再分

成：多年生喬木作物（如梨、芒果、番

荔枝等）與一年生作物（如香蕉、鳳梨、

香瓜、蔬菜等等）兩類保單。這樣各類

果樹共用一張保單，不僅投保單位增加

數倍，且產區風險分散，季節氣候風險

分散，這樣就可以聚足保險三要件：投

保單位大量、同質、且分散。 

3. 基本生產成本保障的部分由「農作物天

災補償基金」負責盈虧。各參與共保的

產物保險公司收取少許管理費代辦銷

售、核保與理賠，承辦公司可自行設計

任意附加保險（例如附加收入保險、樹

體保險或設施保險）搭配主保單銷售。

如現行強制汽車保險搭任意第三人責

任險，或住宅地震保險搭住宅火災險銷

售般，行政管理成本低又有效率，均為

值得仿效的成功案例。 

四、結論 

從目前試辦情形而言，除水稻險保險

費負擔相對較輕，保單銷售量較多外，其

餘保險費率都很貴，農民投保意願低，保

險覆蓋率非常低。在現行這種情況下，坦

言之，各產險公司的承保意願並不高，若

非金管會之鼓勵配合，商業型農業保險的

發展恐無今天之局面。一項政策保險實施

的成功與否，在於主管機關官僚的專業程

度。回想當年，今天強制汽車保險制度實

施的成功，真的要感謝當年的主管機關交

通部，那種“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同

意把強制汽車保險的主管機關改由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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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司)監管，所以在此我要建議農委

會，應該把農業保險的主管機關改由金管

會監管，而農委會則可專職於農業保險基

金的監督管理。這樣讓政策性的農業保險

加上任意型的農業附加險合併經營，政策

性的農業保險委託產險公司代辦承保與理

賠業務，而承保的財務結果則由農業保險

基金負責共保與再保的安排。果真如此，

此項農業相關保險的實施，將會是最低經

營成本，也將會很有效的推展。最後還是

要再呼籲農委會，對於是項保險業務的推

展要本著“成功不必在我”，那台灣成功

的農業保險制度是指日可待的。 

 

本文作者：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教授 

兼保險研究中心主任 

紐西蘭梅西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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