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吴荣军，史继清，关福来，等．２０１３．基于风险区划的农业干旱保险费率厘定———以河北省冬麦区为例．气象，３９（１２）：１６４９

１６５５．

基于风险区划的农业干旱保险费率厘定

———以河北省冬麦区为例


吴荣军１　史继清１
，２
　关福来３　姚树然３

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４４

２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拉萨８５００００

３河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石家庄０５００２１

提　要：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干旱等农业气象灾害的频发已对我国尤其是河北省的粮食

生产和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了严重威胁。选择或构建合适的农业干旱灾害风险指标开展干旱风险区划，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灾害的保险费率厘定对于丰富农业保险模式，促进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基于作物水

分亏缺率指数、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和抗旱指数等指标，构建干旱综合风险指数并开展风险区划研究；利用修正后的纯保险

费率，得到适用于本研究区的保险费率厘定模型，探寻一种能较全面改善目前农业保险经营弊端的保险模式，从而实现冬小

麦农业保险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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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旱灾频发，具有范围广、历时长、突发性强、

损失大的特点，给我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以及

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李德等，

２０１２；邵小路等，２０１３）。开展农业干旱灾害的保险

费率厘定研究，对于政府有效应对农业旱灾，开展防

灾减灾管理提供技术参考理论依据。

农作物保险风险区划是农业保险工作得以顺利

开展的关键前提，也是保险费率厘定的有效支撑（丁

少群，２００９；陈丽，２０１０）。美国为农作物保险区分了

保险责任区和费率区，分别反映生产力和风险的差

异；日本对农作物都会按其风险等级划分，确定相应

的保险费率；加拿大农业保险的开展比美国晚２０

年，根据每个省每个地区的气候、土壤、地理条件和

农作物生产历史进行了风险区域划分，不同风险区

域内有不同的费率范围。我国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

出发，对农险区划做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

的成果。庹国柱等（１９９４）采用指标图重叠法对陕西

泾阳棉花生产进行了分区，并根据正态分布原理对

所分区域进行了费率厘定。刘长标（２０００）分析并研

究了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风险区划中风险因子的选

择问题。邢鹂（２００４）运用农作物单产变异系数等指

标对我国稻谷、小麦等主要农作物进行了省级风险

分区。在此基础上，邢鹂等（２００６）增加了粮食的效

率指数作为风险区划主导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法对

我国粮食产地进行了风险等级划分。２００８年邢鹂

等针对蔬菜、西瓜的生产风险，提出了针对不同作物

的保险组合方式下的分散风险的方法意见（邢鹂等，

２００８）。

对于纯保险费率的厘定，传统上运用的方法是

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郭晓航，１９９３；Ｔｕｒｖｅｙ

ｅｔａｌ，１９９３；郭迎春等，１９９８；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王丽红

等，２００７；梁来存，２０１０）。鉴于本文的样本数量小，

利用非参数法对河北冬麦区冬小麦进行区域产量保

险费率厘定，通过基于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降水距

平百分率指数、抗旱指数以及三个指数构建的干旱

风险综合指数分别对纯保险费率进行修正，得到适

用于本研究区的费率厘定模型，为我国的农险事业

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河北省３３个气候站点（图１）的逐日气象资料

（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由河北省气象局提供，其中，作物

水分亏缺率指数各因子（吴荣军等，２０１３）用到的气

象资料见表１。冬小麦实际单产、水库数量、水库容

量、有效灌溉面积、当地农民纯收入、冬小麦播种面

积以及冬小麦总产量资料（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来自河

北省农村统计年鉴。

图１　河北省冬麦区气象站点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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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计算方法

１．２．１　指数权重的计算

以河北９个地（市）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冬小麦平均

单产作为参考数据列，记为犡０＝｛狓０（１），狓０（２），狓０

（３），…，狓０（狀）｝；以旱灾风险指数（作物水分亏缺率

指数、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抗旱指数）（吴荣军等，

２０１３）作为比较数据列，记为犡犻＝｛狓犻（犽），犽＝１，２，

…，狀｝（犻＝犪，犫，犮），犻为旱灾风险指数，犪、犫和犮分别

为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和抗

旱指数，狀为参与地（市）的个数（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表１　自然水分亏缺率指数各因子用到的气象资料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犱犪狋犪狌狊犲犱犫狔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犳

狀犪狋狌狉犪犾狑犪狋犲狉犱犲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犻狀犱犲狓

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各因子 气象资料

土壤有效底墒 当年７—９月气象资料

有效降水量 １０月１５日至次年５月降水量

全生育期需水量 １０月１５日至次年５月气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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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权重的计算公式如下：

（１）求绝对差序列：

Δ犻（犽）＝狘犡０（犽）－犡犻（犽）狘 （１）

　　（２）求两级最小差与最大差

犡（犽）ｍｉｎ＝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犽
狘犡０（犽）－犡犻（犽）狘）

犡（犽）ｍａｘ＝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犽
狘犡０（犽）－犡犻（犽）狘）（２）

　　（３）计算关联系数

ζ犻（犽）＝
犡（犽）ｍｉｎ＋０．５犡（犽）ｍａｘ

狘犡０（犽）－犡犻（犽）狘＋０．５犡（犽）ｍａｘ
（３）

式中，ζ犻（犽）为各个旱灾风险指数的关联系数。

　　（４）求关联度

狉犻＝
１

狀∑
狀

犽＝１
ζ犻（犽）　（犽＝１，２，３，…，狀） （４）

式中，狉犻为各个旱灾风险指数的关联度。

（５）求权重

ω犻 ＝
狉犻

∑
狀

犽＝１

狉犻

　（犽＝１，２，３，…，狀） （５）

式中，ω犻为不同旱灾风险指数的权重。

１．２．２　单个指标的风险区划方法

本文采用 Ｋ均值聚类法（Ｊａ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８），克

里格插值法（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到０．０２°（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３；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以及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绘制分布图，得

出各个指标（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降水距平百分率

指数、抗旱指数以及三者构建的干旱风险综合指数）

下的冬小麦干旱风险区划等级，对３３个气象站点（冬

麦区）进行冬小麦干旱风险评估指标的风险区划。

基于作物水分亏缺率等级及其相应出现概率的

函数，构建冬小麦干旱灾害强度风险指数即作物水

分亏缺率指数（王素艳等，２００５）。其中，作物水分亏

缺率可以描述为冬小麦全生育期本身的需水量与自

然供水量的差值占需水量的百分率；基于降水量数

据，计算得到各站点的降水距平百分率，在进行等级

划分的基础上，确定冬小麦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樊

高峰等，２００６；代立芹等，２０１１）；采用负指标量化法，

基于水库数量、水库容量、有效灌溉面积、当地农民

纯收入和冬小麦生产效率等５要素去量纲处理的平

均值（李军玲等，２０１０），得到抗旱指数，其中，冬小麦

生产效率为河北各地（市）冬小麦播种亩产与全国冬

小麦亩产的比值。

１．２．３　干旱风险综合指数的计算

干旱风险综合指数要综合反映冬小麦干旱灾害

强度风险水平、冬小麦减产量与降水负距平的相关

性以及各地抗灾能力的强弱，这三者之间既相互独

立，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选择基于作物水分亏

缺率指数、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和抗旱指数及其相

应的权重，构建河北省冬麦区干旱风险综合指数。

公式为：

犅犻＝ （犠犻×犪＋犑犻×犫）×（犃犻×犮） （６）

式中，犠犻为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犑犻为降水距平百

分率指数，犃犻为抗旱指数，犪、犫和犮依次为３个指数

的权重。

１．２．４　趋势产量的计算

利用河北省各地（市）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的冬小麦

单产资料进行分析，选用三次多项式法对趋势产量

进行模拟（表 ２）。具体步骤是将给定的 １３ 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数据分别带入公式，计算各地（市）每

年的趋势产量（王春乙，２０１０）。

１．２．５　纯保险费率厘定的计算

本文以河北省的９个地（市）为基本单位（其中，

张家口和承德为冬小麦非种植区），利用各市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的冬小麦生产的实际资料，采用非参

表２　各地市的冬小麦单产趋势方程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狇狌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犿狅犳狋犺犲狑犻狀狋犲狉狑犺犲犪狋狔犻犲犾犱狋狉犲狀犱犻狀犲狏犲狉狔犮犻狋狔

市 拟合的趋势方程 犚２ 样本容量 ＭＡＰＥ

石家庄 犢１狋＝２．７５１狋３－７４．３０狋２＋６４５．３狋＋４７６８ ０．８８７ １３ １．７２

唐山 犢２狋＝４．８２３狋３－１２２．５狋２＋９３２．８狋＋３１３０ ０．９０７ １３ ２．８６

秦皇岛 犢３狋＝８．７７２狋３－１９９．７狋２＋１３１６狋＋２７８９ ０．５６３ １３ ６．３９

邯郸 犢４狋＝４．４８８狋３－１１４．４狋２＋９３７．８狋＋２６８７ ０．８８３ １３ ３．０１

邢台 犢５狋＝７．５５２狋３－１８２．７狋２＋１３７３狋＋１９８４ ０．９１８ １３ ２．９１

保定 犢６狋＝３．１０５狋３－８１．７７狋２＋６８０．９狋＋３７４０ ０．８９１ １３ ２．０４

沧州 犢７狋＝６．９８０狋３－１６１．４狋２＋１１４６狋＋１４０１ ０．７４２ １３ ６．１７

廊坊 犢８狋＝４．０１０狋３－９７．６１狋２＋７２９．１狋＋３５１３ ０．７１３ １３ ２．９０

衡水 犢９狋＝７．００９狋３－１６６．１狋２＋１２０７狋＋２９６７ ０．８１６ １３ ３．１３

　　　　注：犕犃犘犈为平均绝对百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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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法（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梁来存，２０１１）对冬小麦单产

保险的纯费率进行厘定。冬小麦单产保险的纯费率

公式如下：

犚＝
犈（犔狅狊狊）

λ犢犻狋
（７）

式中，犚为冬小麦单产的纯费率，λ为保障制度（λ＝

１００％），犢犻狋为趋势产量［犻指地（市），狋指年份］，则

λ犢犻狋 表示投保年份冬小麦单产合同的保障水平，犈

（犔狅狊狊）为粮食单产灾损期望值。

其中，本文利用高斯函数来求犈（犔狅狊狊），当且仅

当狓＜λ犢犻狋时，损失才能成立，公式如下：

犈（犔狅狊狊）＝
１

２槡π狀犺狀
∑
狀

狋＝１∫
λ犢犻狋

０

（λ犢犻狋－狓）×｛ 　

　

ｅｘｐ －
１

２

狓－犡犻狋
犺（ ）
狀

［ ］｝
２

ｄ狓 （８）

式中，狀为冬小麦单产的样本容量，犺狀 为带宽，犡犻狋为

冬小麦实际单产。

本文采用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的经验法则计算带宽，公

式如下：

犺狀 ＝０．９ｍｉｎ狊，
犙
１．｛ ｝３４ 狀

１
５ （９）

式中，狊为各市的样本标准差，犙 为四分位数间距。

其中，样本标准差的公式为：

狊犻＝
∑
狀

狋＝１

（犡犻狋－犡犻）
２犛犻狋

∑
狀

狋＝１

犛槡 犻狋

（１０）

式中，犡犻狋和犛犻狋分别指第犻个地（市）第狋年的冬小麦

实际单产和种植面积；犡犻指犻个市狀年的平均单产，

其计算公式为：

犡犻＝
∑
狀

狋＝１

犛犻狋犡犻狋

∑
狀

狋＝１

犛犻狋

（１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河北冬麦区干旱的风险区划

２．１．１　基于不同干旱指数的风险区划

图２ａ为河北冬麦区冬小麦全生育期作物水分

亏缺率指数的风险区划图，可以看出，由南向北，风

险等级逐步递增。图２ｂ为基于降水距平百分率指

数得到的干旱风险区划图，可以看出，由南向北，风

险等级逐步递增。图２ｃ为基于抗旱能力指数的干

旱风险区划图，可以看出，由北向南，风险等级逐步

递增。

２．１．２　基于干旱综合指标的风险区划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计算得到作物水分亏缺率

指数、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和抗旱指数的关联度和

权重，详见表３。基于河北省冬麦区干旱风险综合

指标，得到综合风险区划图（图３）。可以看出，河北

省由北向南，冬小麦干旱综合风险有逐渐加重的趋

势。

２．２　河北冬小麦的纯保险费率厘定

本文利用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统计量判断各地（市）单

产是否服从正态分布。结果表明，在α＝０．０１的显

著性水平上，各地（市）的粮食单产均服从正态分布。

利用表２计算出各地（市）的趋势单产，结合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０９ａ软件的编程功能计算出２００６年河北省９个

地（市）的冬小麦单产的期望损失Ｅ（ｌｏｓｓ），最后利用

式（７）求出冬小麦单产保险的纯保险费率水平，见表４。

２．３　基于不同干旱指标的纯保险费率修正

由于河北各地（市）冬小麦的实际保险费率不仅

与冬小麦旱灾风险指数有关，还涉及到安全系数、营

业费、预定节余率等问题，故通过对纯保险费率的修

正得到实际保险费率，公式如下：

犚犻％ ＝犚犻×（１＋安全系数）×（１＋营业费用）×

（１＋预定节余率）×区域风险系数 （１２）

式中，犚犻％为各地（市）的修正纯费率，犚犻 为各地

（市）的纯费率，安全系数为１５％，营业费用２０％，预

定节余率５％（庹国柱等，２００５）。

２．３．１　基于单个干旱指数的纯保险费率修正

根据河北冬麦区３３个气象站点得到的作物水

分亏缺率指数、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和抗旱指数，求

出河北冬小麦种植区石家庄等９个地（市）的对应干

旱指数［把同属于各个地（市）的站点的干旱指数求

平均］，再利用Ｋ均值聚类法将其分别聚类为４个

等级，这里假设低风险区的风险系数为１．０，中等风

险区为１．４，较高风险区为１．８，高风险区为２．２。

本文选取保障水平在１００％的纯费率，分别建立了

河北省冬麦区的纯保险费率修正图 （图４）。图４ａ

为河北冬麦区冬小麦全生育期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

修正下的纯保险费率，可以看出，冬小麦保险的修正

纯保险费率在河北省区域内呈现中西部地区偏低、

南部偏高以及东部地区沧州和秦皇岛高、廊坊和唐

山低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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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不同指数的河北省冬麦区风险区划

（ａ）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ｂ）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ｃ）抗旱指数

Ｆｉｇ．２　Ｒｉｓｋｚｏ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ｅｓｉｎＨｅｂｅｉ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ｒｅｇｉｏｎ

（ａ）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ｄｅｆｉｃｉｔｒ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ｂ）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ｄｅｘ，（ｃ）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图４ｂ为基于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得到的纯保

险费率修正图，可以看出，冬小麦保险的修正纯保险

费率在河北省区域内呈现由南向北，逐渐递增的分

布特点。

图４ｃ为基于抗旱指数的修正下的纯保险费率

图，可以看出，冬小麦保险的纯费率在河北省区域内

呈现中西部地区偏低、南部和东部地区偏高的分布

特点。

２．３．２　基于干旱综合指标的纯保险费率修正

基于河北省冬麦区各地（市）干旱风险综合指

标，得到修正后的纯保险费率（图５）。可以看出，冬

小麦保险的纯费率在河北省区域内呈现中西部地区

偏低、南部和东部地区偏高的分布特点，这与河北各

地（市）风险发生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综合表３、图４和图５，可以看出，（１）河北冬麦

区各地（市）冬小麦保险的纯保险费率水平差异不

大，如：在相同保障水平下，纯费率最低值为石家庄

的１．３４６０％，最高值为秦皇岛的３．７６８６％；而修正

纯费率水平差异显著，尤其是抗旱指数修正下的纯

保险费率，在相同保障水平下，修正的纯保险费率最

低值与最高值相差１０％以上。主要原因是基于抗

旱指标的秦皇岛的风险系数极高，拉大了与风险系

数极低的石家庄的差距。（２）秦皇岛的纯保险费率

在河北省冬麦区是最高的，而通过干旱综合指标修

表３　河北省旱灾风险指数灰色关联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犇狉狅狌犵犺狋狉犻狊犽犻狀犱犲狓狅犳犵狉犪狔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犾

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犻狀犎犲犫犲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旱灾风险指数 关联度 权重

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 ０．７８７ ０．３２７

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 ０．９３６ ０．３８９

抗旱指数 ０．６８３ ０．２８３

图３　河北冬麦区干旱综合风险区划

Ｆｉｇ．３　Ｒｉｓｋｚｏ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ｘ

表４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河北省各地（市）产量纯保险费率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狆狌狉犲狆狉犲犿犻狌犿狉犪狋犲狅犳犎犲犫犲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狀１９９３－２００５

城市 犛犻／ｋｇ·ｈｍ－２ 犙犻／ｋｇ·ｈｍ－２ 犎狀／ｋｇ·ｈｍ－２ 犈（犔狅狊狊）／ｋｇ·ｈｍ－２ 纯费率／％

石家庄 ４１２．８９２８ ４０３ １６２．０５１９ ８３．１６９０ １．３４６０

唐山 ４２８．２０７５ ３５０ １４０．７３９９ ８９．９７８６ １．８０２７

秦皇岛 ５７３．４３７９ ８７０ ３０８．９８７０ １８９．７１０４ ３．７６８６

邯郸 ５６０．３１６６ ７８９ ３０１．９１６９ １４１．８４１８ ２．８７５２

邢台 ６５４．４６８８ ３７６ １５１．１９４８ ８８．６１１９ １．８０１８

保定 ３９２．３１０３ ３６６ １４７．１７３７ ７６．３９３７ １．４４７７

沧州 ５６３．８７８６ ３３５ １３４．７０８１ １１９．９１８３ ３．２１８３

廊坊 ３７２．５７０３ ２３０ ９２．４８６２ ７９．８４３１ １．５７５３

衡水 ５６２．６７７３ ２９７ １１９．４２７８ ９８．８３３６ １．８０６９

３５６１　第１２期　　　　 　　　　吴荣军等：基于风险区划的农业干旱保险费率厘定－以河北省冬麦区为例　　　　　　　　　



图４　基于不同指数的河北省冬麦区纯保险费率修正

（ａ）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ｂ）降水距平百分率指数，（ｃ）抗旱指数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ｐｕｒｅｐｒｅｍｉｕｍｒａｔｅｏｆＨｅｂｅｉ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ｒｅｇ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ｄｅｆｉｃｉｔｒ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ｂ）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ｄｅｘ，（ｃ）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图５　基于干旱综合指标的河北省

冬麦区纯保险费率修正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ｐｕｒｅｐｒｅｍｉｕｍｒａｔ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正后的纯保险费率趋于平均水平；邢台的纯保险费

率在河北省冬麦区低于平均水平，而通过干旱综合

指标修正后的纯保险费率高于平均水平。究其原

因，秦皇岛地处半湿润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均

降水量在６００ｍｍ左右。农业基础设施较好，具有

较好的灌溉条件，农业综合抗旱能力较强，使得该地

区综合风险系数较低；邢台属于半干旱、半湿润暖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在４５０ｍｍ左右，冬

小麦生长季内降水亏缺，降水变率大，水土流失严

重，地下水位连年下降，加上该区生产力水平不高，

灌溉潜力有限，致使该区冬小麦综合风险系数较高。

２．４　基于不同干旱指标修正的纯保险费率厘定结

果的验证

　　根据温克刚等（２００８）编著的《中国气象灾害大

典》（河北卷），统计了河北省１９４９—２０００年间发生

的县域和地市旱灾频次分布（图６）。结合图６，邯

郸、邢台、沧州和衡水发生旱灾的频次较多，唐山、秦

皇岛发生旱灾的频次偏少，这与图４ａ和图５给出的

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修正下纯保险费率和基于干旱

综合风险指标修正下纯保险费率的厘定结果最吻

合，从空间尺度上表明了本文提出的作物水分亏缺

率指数和构建的干旱综合风险区划模型对于纯保险

费率的修正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通过分别建立河北冬小麦种植区石家庄等９个

图６　河北省冬麦区旱灾频次分布

（ａ）县域，（ｂ）地（市）

Ｆｉｇ．６　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ｏｕｎｔｙｔｏｗｎ，（ｂ）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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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的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和干旱综合指标与河

北省１９４９—２０００年间发生的地市旱灾频次之间的

线性回归关系发现，前者决定系数犚２＝０．３９９４（犘

＜０．０１），后者决定系数犚
２＝０．５９８７（犘＜０．０１），后

者较前者回归关系显著。因此，基于作物水分亏缺

率、降水距平百分率和抗旱指数构建的干旱综合风

险区划模型是最可靠的，河北省冬小麦的纯保险费

率可以由冬小麦旱灾综合风险等级来修正。

３　结　论

本文从冬小麦不同干旱指标下的风险区划的角

度出发，对风险等级不同的冬小麦进行有差别的区

域产量保险的费率厘定，最后得到适用于本研究区

的费率厘定模型，从而实现冬小麦农业保险的持续

健康发展。

冬小麦各个干旱指标下修正的纯保险费率结果

表明，河北冬麦区全生育期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区

域分布有以下特点：由北向南，修正纯保险费率的厘

定逐步递增，这与作物水分亏缺率指数得出的风险

区划等级存在偏差，是因为两者的区域范围不一致；

降水距平百分类指数区域分布有以下特点：由南向

北，修正纯保险费率的厘定逐步递增；抗旱指数区域

分布有以下特点：由西向东，修正纯保险费率的厘定

逐步递增；河北省由北向南，冬小麦干旱综合指标修

正下的纯保险费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通过作物水

分亏缺率指数和干旱综合指标分别与河北省冬麦区

地市旱灾频次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发现，基于作物

水分亏缺率、降水距平百分率和抗旱指数构建的干

旱综合风险区划模型是最可靠的，河北省冬小麦的

纯保险费率可以由冬小麦旱灾综合风险等级来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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