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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保險的開發、行銷 

與推展阻力 

吳其倫 

2016 年一月，霸王級寒流侵襲台灣，

全台農、漁作物損失超過新台幣 42 億，創

歷史新高，然而在兩年之後，2018 年二月

又再度遭受長達五天的超強寒流侵襲，台

灣急凍成為「凍番薯」。在此全球暖化氣候

異常的趨勢之下，天災頻繁的台灣，農作

物的栽培受到天災影響更是直接，完全暴

露在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極端氣候之下。 

過去農民遭逢天災侵襲時，只能倚賴

政府天然災害救助，但現金救助的功能，

僅為協助農民加速恢復生產，而非實質補

償農民損失。但是在全球暖化氣候異常，

天然災害發生之頻率與強度增加的趨勢之

下，每年所編列的現金救助預算已不敷使

用。自 79 年至 104 年，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金額已逾 420 億元，105 年現金救助金額

當年即逾 45 億元。政府近年提撥天災現金

救助金額逾百億，不僅維繫了農業經營的

制度與效率，也關係到我國農業與整體國

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然而實際災損金

額卻往往高於現金救助的預算，故政府積

極導入農業保險制度，以穩定政府財政、

保障農民損失。農業保險制度的建立，除

了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水帄、實現農業增

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穩定之外，更能

協助政府充分運用每一分納稅人所繳的稅

金，使財政能夠更加穩定。 

目前台灣農業保險法尚未通過，政府

推動農業保險是依據發展條例第 58 條:

「為安定農民收入，穩定農村社會，促進

農業資源之充分利用，政府應舉辦農業保

險。在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得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辦法，分區、分類、分期試辦

農業保險，由區內經營同類業務之全體農

民參加，並得委託農民團體辦理。農民團

體辦理之農業保險，政府應予獎勵與協

助。」 

然而，社會責任不僅需要政府的推

動，同時也需仰賴企業參與。在產險業全

力配合政府農業發展策略之下，全台首張

農業保險商品-「梨保險」終於在 104 年推

出，之後亦陸續推出水稻保險、參數型養

殖水產保險及各種水果如「芒果」、「木

瓜」、「蓮霧」、「甜柿」保險等，提供農民

更多元的保障及投保管道。此為保險業的

一大進步，也加深了台灣農民對民間保險

產業的信賴感，進而在大眾、農民間，提

升整體保險業之形象。 

以水稻保險為例，除了寒害、颱風及

豪雨等災害可能造成農業損失之外，農作

物也會有病蟲害的風險，尤其現在法規對

於農藥的使用日趨嚴謹，以及民眾對於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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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觀念越來越重視的趨勢之下，部分有

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的農藥也逐漸被禁止

使用，農作物遭受病蟲害的風險也相對提

高。106 年二期水稻花蓮地區即遭受了嚴

重的病蟲害，導致產量銳減，台灣的水稻

第一次透過水稻保險成功填補了病蟲害導

致短缺收穫量的損失。 

另外，以石斑魚養殖水產為例，每年

投入的養殖成本高達每公頃新台幣四百萬

元左右，飼養期間部分品種更高達三年，

跨越三個冬季，極易受到寒害影響。魚隻

在遭受寒害侵襲，在水下也難以正確的勘

估損失，而透過參數型保險機制，只需中

央氣象局的數據公布，低溫達到約定的等

級，即可啟動理賠，延遲性損失及損害防

阻的費用，都能獲得保障，此外，氣溫數

據公開且公正，也能夠有效減少理賠爭

議，解決勘損人力不足的問題。 

過去農民的風險管理，僅能單純依賴

風險自留及政府的現金救助，然而現金救

助之額度，往往不及其種植成本之 1/10，

農民僅能依靠自身的儲蓄負擔大部分天災

的損失，對於剛投身於農業的青年農民來

說，常常沒有財富累積的基礎，更無法承

擔自留風險，有了「農業保險」，農民才有

了風險管理的工具，且在扣除政府保費補

助之後，農民僅需負擔部分保險費，即可

獲得高額的保障。 

農委會每年依照財務狀況編列 10 億

元災害準備金，其餘全以行政院第二預備

金支應。2016 年因尼伯特、莫蘭蒂及梅姬

颱風接連來襲共造成農業嚴重損失初估超

過新台幣 40 億元，也連帶影響到蔬果菜價

格。截至 2016 年第 4 季，農委會發放農業

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累積金額已破新台幣 53

億元，2016 年 1 月份的寒害撥付現金救助

新台幣 24 億元、1 至 4 月雨害新台幣 8 億

多元、尼伯特颱風補貼新台幣 8 億多元。

這些救助金額已對政府財政造成極大的負

擔。「農業保險」係因應國家農業保險推動

政策，填補政府救助農民的缺口，不但能

滿足農民災害救助或補助不足的需求，也

能緩解政府財政支出。 

台灣現行天災造成的農業經濟損失主

要採天然災害救助辦法進行補貼。「農業天

然災害救助辦法」對於「實際從事農、林、

漁、牧生產之自然人」提供現金救助、補

助或低利貸款，且同產季同項農產品，以

救助一次為限。反觀世界各國發展，農業

體系多輔以保險保障。然而，過去國內並

無保險產品供避險或保障，使得農民面對

風險時，一則放任不採取作為，二則完全

仰賴政府救助，對農民而言，不僅喪失自

身風險管理的能力;對國家來說，也因此降

低了社會資源分配的效率。 

現在政府及產險業合推農業保險，由

中央政府補助農民 33.33%~50% 保險費，

另外地方政府亦視其財政狀況再補助農民

5%~40% 保險費，農民最低僅需支付 10% 的

保險費，即可獲得農業保險的保障。透過

國家給予農業保險一定的財政扶持，加值

實際的保險服務，讓農民更加有保障。此

舉不但呼應國家推動農業保險之政策，亦

提升保險產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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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保險」係由農委會以商業保險

模式進行試辦，結合產物保險之專業保險

服務與理賠效率，落實農業保險之推廣。

近年政府農業發展政策逐漸重視國內的農

業保險制度，因應農業發展趨勢與各種農

業保單的誕生，國內產險同業紛紛推出相

關農業保險商品。 

一、農業保險的行銷 

農業保險的推廣，實屬不易，行銷方

式需創新突破才能有顯著的效果，例如運

用政府農情資料、選定銷售對象，依據政

府的農情資料，統計出政府現金救助最多

的農作物、種植範圍最廣泛之農作物、經

濟價值最高的農作物等等，分析大數據後

決定試辦的農業保險品項。例如：梨的種

植分布區域，多位於台中市、苗栗縣、宜

蘭縣、新竹縣及嘉義縣等，故第一年試辦

初期選定上述五縣市做為試辦縣市；石斑

魚的單價最高，遭受寒害損失的金額將最

極端，故選定石斑魚為養殖水產的試辦標

的。水稻保險的種植範圍最廣，影響民生

最為直接，穩定水稻產量有助於穩定我國

民生，故也選定水稻為試辦標的。 

在商品構想擬定後，鎖定目標客戶，

即配合農作物生產季節規劃相關行銷推廣

計劃，透過參加各地區農會的政令宣導場

合以及農民班會進行行銷，將商品銷售給

農民，後續並建置客戶管理系統，將客戶

反應及理賠案件進行分析，調整商品內容

成為符合客戶需求之商品。 

另外透過大眾關心的議題事件行銷，

吸引農民投保，台灣秋冬之際，偶因冷鋒

帶來的冷空氣，帶來連續數天之氣溫驟降

至 10℃ 甚至是更低之溫度，常造成農作

物寒害損失；夏季颱風及豪雨，農作物損

失更高。面對上述不可預測之天災事故，

農民蒙受重大損失，造成市場供給量短缺

進而引發價格劇烈之變動，一經牽涉民生

議題，定會持續於民眾間引發討論，引起

政府及媒體之關注。因此藉由時事議題便

容易引導農民思考如何利用農作物保險來

分散其風險，確保財產可以獲得保障。 

此外，與農產業相關單位合作，建立

長期信任的客戶關係也很重要，農作物的

生產，從種苗採購或進口、栽種養殖到市

場販售過程，每個環節都存在許多風險，

因此在農業保險推廣初期，先採取與各區

農會、農委會農糧署或學術單位合作舉辦

實務及學術座談會，透過舉辦演講或座談

會分享其他國家(例如：韓國)農作物是如

何在保險的護航下茁壯，讓農民瞭解農作

物保險確實可以提供充分之保障。然隨著

保險試辦的演進，每當有理賠時即立即拜

訪農民，加上帄時的講座宣導不間斷的與

農民接洽，如能訪談農民對於保險知識承

保的建議與交流，同時瞭解並記錄其需求

及建議，方能可以適時調整保險單的內

容，與被保險人建立長期、高度互動且維

持互信的關係，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農業保險推展的阻力 

台灣地小人稠，土地經過好幾個世代

的繼承與分割，造成許多的農地地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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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小，在狹小的農地上，栽種的作物

也少量而多元，一塊農地可能同時栽種著

香蕉、檳榔與鳳梨，或是梨與柿子交錯種

植，在農業保險的費率計算上，常常不能

達到大數法則的規模；反觀以美國為例，

產小麥或玉米的農地面積常常大於一個台

北市的面積大小，風險就能差異化、均質

化，才能以大數法則分散風險，降低保險

費率；此外，台灣的農作物產地，也常常

密集且集中，例如梨子的產區主要集中在

台中東勢、和帄地區的周遭，如遭遇颱風

直接侵襲產地，當年可能市面上就很難買

到梨子了，可以想像農業保險的理賠也將

非常的高；因此台灣的農業保險在先天環

境的限制之下，費率往往高的驚人，農業

保險的費率往往是以百分比計價，甚者費

率高達 40%以上，在如此高的費率之下，

損失率卻一再攀高，不利於農業保險的長

遠發展，綜觀全世界的農業保險都有這樣

的問題，也凸顯了政府保補助的重要性。

大部分的國家除了法國與荷蘭為純商業性

質的農業保險之外，多是政府主導開發、

商業保險公司負責經營的公辦民營方式，

政府提供高額的補助措施，例如保險費補

助(補助給農民)、保險費分攤(直接支付保

險費給保險公司)、稅賦減免、理賠款補助

等等，才能維繫農業保險的長久經營。 

目前農業保險費涉及農作物的部分，

政府所提供的補助，一概皆補助予自然人

農民，分為中央政府補助及地方政府補

助，地方政府雖然多會配合中央政府的政

策提供補助，但其實中央地方的權限是互

不干涉的，所以也常發生地方政府與中央

政府不同調的情形；有時地方財政窘迫，

也可能會臨時產生補助困難的情況，在沒

有一定的法源基礎之下，農業保險費的政

府補助預算，都需要逐年提撥，在現行的

制度之下，未來的保險費補助始終處於不

確定的狀態，也不利於農業保險長期的推

廣，只能期待未來農業保險法的通過可以

解決政府預算的法源依據。 

即使在政府順利提供保險費補助的預

算的前提下，仍對於農民有資格審查的問

題存在，資格審查的原則為農民頇合法使

用土地，農民可以合法耕種的土地多為農

牧用地，且為所有權人本人或簽有租賃契

約的土地。然而農民對於他人土地的使

用，在過往常常以口頭約定，常被稱為「口

頭約」，亦即雙方的約定並無簽立紙本契約

以供日後查證，這樣的口頭約常見於親屬

之間，舉例來說，兄弟之間口頭約定，哥

哥的土地讓弟弟無償耕種，但是在未簽訂

土地使用同意書或者租賃契約的情況下，

弟弟都無法向政府申請各項補助，因為口

說無憑，在政府必頇按規定審查補助資格

之下，口頭約成為無法落實保費補助的障

礙，過去農業社會留下的口頭約習慣在現

今的社會已發生諸多爭議，也需要多花時

間灌輸農民不要使用口頭約的觀念。   

泰國的水稻保險的推展，有一飛衝天

快速拓展的趨勢，產險業者一開始也想複

製泰國的經驗。在泰國，農民耕種前常常

缺乏資金，對於小額農業貸款需求量非常

高，需要購入農藥、肥料或種子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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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泰國的水稻保險與農業貸款配套辦

理，只要農民向銀行貸款，就必頇強制投

保水稻保險，保險費的部分則由銀行支

付，因此水稻保險的成長非常快速。由此

可知政策的配套也是推展農險重要的一

環，但是台灣的農民相對富裕，多數農民

並不需要小額農業貸款來購買農藥、肥料

及種子等，因此尚不能直接複製泰國經

驗，另需研擬適合台灣的配套措施，目前

針對強固型溫網室開發的農業設施保險，

即採用類似的概念：農民向政府貸款興建

強固型溫網室，則必頇投保農業設施保

險，同時政府也提供高比例的保險費補

助，藉以落實風險管理。 

多元試辦各品項農作物是現階段政府

推動農業保險的大方向，藉由開發各種不

同品項作物的農業保險累積政府以及產險

業界的農業保險經驗，每年開發新的農業

保險商品對於整體的農業保險發展是非常

重要的，對於農業保險的滲透率、農民的

風險管理意識、提升保險公司的形象等，

都非常有幫助。但新商品的開發存在著諸

多困難，以下就政府最想仿效的農業保險

制度「收入型」農業保險為例來說明。「收

入型保險」簡言之即天災發生時，農作物

價格飆漲，雖有災損發生，農民實際收入

不一定會減少，但風調雨順豐收之年，農

民的收入卻可能遭受產量過剩價格崩跌的

衝擊而減少。如要開發收入型農業保險，

必先要知道農民過去的收入是多少，但現

實情況是農民的收入並無統計數據，多數

自然人農民不頇繳稅，並無任何稅收資料

可供參考，此外，農民銷售其農作物的方

式，常常使用「田邊交易」及「現金交易」

兩種方式，交易時，中盤商會到農民的田

邊向農民以現金採購農作物，因此並未留

存任何交易紀錄，保險公司最想知道的銷

售價格及銷售數量即無從得知，由此可知

自然人農民不像企業一樣，可以提供投入

成本、利潤、進出貨憑證等等資料，各農

作物的總產量也沒有確切的數據；此外台

灣農作物的價格波動極大，也增加了規劃

收入型農業保險的難度，在美國，收入型

保險有專門機構預測農作物未來價格作為

理賠依據，台灣並未具備這樣的條件，未

來台灣的農業保險要發展出歐美才有的收

入型產品，尚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在缺乏統計數據之下，最近兩年台灣

農業保險仍然蓬勃發展，並在 107 年農業

保險的保費收入突破新台幣一億元的里程

碑，在有限的數據之下，使用天氣數據的

參數型保險一個接著一個被開發出來，參

數型保險的理賠完全使用氣象數據，以雨

量參數型保險為例，當降雨量達到一定標

準，被保險農作物必定會受災，以此推定

損失必然會發生，故即可直接理賠，因此

參數型農業保險具有不需實地查勘的特

性，大幅減少保險公司勘損人力，也因完

全採用氣象數據來理賠，讓保險公司與被

保險人之間對於理賠金額不存在有任何模

糊空間減少爭議。因此天氣數據與災損的

高度相關性為參數型保險最重要的關鍵，

否則將會發生基差風險，基差風險即災損

已發生但是保單無法啟動理賠，或是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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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啟動理賠但災損並未發生的情況。如何

找到關鍵的天氣參數與災損的相關性，常

需要實驗數據，但台灣有關天氣參數與災

損相關性的研究少之又少，保險公司只能

以經驗法則設計商品，因此定期審視保單

的費率條件合理性也變得相當重要。 

部分農民對於參數型農業保險的態

度，常常會像賭博一般，以對賭的心態來

投保，實屬保險公司所不樂見；農民若於

第一年投保即因發生天災獲得理賠，第二

年通常會有大量投保的情形發生，但只要

有一年風調雨順無理賠案件產生，下一個

年度投保意願就會大大的降低，可見台灣

的農民對於風險管理的意識仍舊偏低，少

數投保的農民也存在投機的心理，對於農

業保險的健全發展有不好的影響。最重要

的是，保險公司對於農業保險商品的設計

是否讓農民有信心作為風險管理的工具，

要讓農民對於農業保險商品能夠充分信

賴，相信農業保險確實具有負擔損害填補

的功能，這樣的信賴感才是農業保險能夠

長遠發展的關鍵，要有好的產品才能讓農

民信賴，也才能真正讓農業保險的發展更

加穩定，在試辦期間累積的經驗相當寶

貴，產險業者未來如果能夠充分吸收試辦

經驗，規劃與改良農業保險商品，縱使現

在的農業保險雖然不完美，也將朝更好的

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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