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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保险＋期货”主体利益协同机制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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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保险＋期货”模式下农户、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及

地方政府各方主体的行为策略,结合 X县生猪产业案例的调研分析和仿真模拟,探索强化多元主体利益协同

的提升策略.第一,四方演化博弈分析表明存在演化均衡点,即理论上能够实现“保险＋期货”各方主体利益协

同,期货交易所和地方政府的补贴支持是影响演化稳定策略和收益均衡的关键因素.第二,通过 X县生猪产业

“保险＋期货”的案例分析,阐释了各方主体协同合作的条件和实现过程,强调了统筹各方主体利益对产业发展

的推动作用.第三,基于案例的仿真模拟发现,相比期货交易所,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对主体利益协同的影响更

大,进一步提升合作效率的重点在于完善政府政策支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推进项目市场化.基于此,本

文围绕财政支持机制优化、主体职能重构与评价体系完善等维度,提出促进“保险＋期货”模式下多元主体利益

协同的对策建议,进而助力农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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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我国农业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健全,服务主体日趋多元,金融供给能

力不断提升,这为保障农业稳产增收、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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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坚实支撑.当前,保险、期货、期权和基金等金融工具快速发展[１],且金融资源向产业链升级、产业

融合领域倾斜,这不仅有助于服务实体经济,更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

手[２].“保险＋期货”将保险产品与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有机结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风险

管理制度创新[３].自２０１５年以来,“保险＋期货”区域性试点规模持续扩大,覆盖玉米、大豆等大宗作

物以及白糖、棉花等地方特色农产品.这些试点将风险管理贯穿农业生产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有效提

升了农业产业链韧性,推动了现代农业产业链建设[４].
促进“保险＋期货”持续发展,需要政策目标与市场机制有机融合,其关键在于推动政府、金融机

构(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和农户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手段相结合,构建

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机制[５].然而,当前“保险＋期货”模式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困

境.第一,政策目标与商业目标存在冲突.如农户期望获得兜底式保障,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更注重

营利性,地方政府则关注政策绩效与财政风险控制.第二,成本—收益机制未理顺,激励不对称.如

农户参保积极性易受高额保费影响,保险公司面临高昂对冲与管理成本,期货公司承担补贴与执行压

力,政府的经济效益难以量化.第三,信任机制薄弱,信息不对称加剧行为博弈.如农户对产品设计

与运行机制理解不足,政府对保险理赔及期货操作监管有限,在有限理性和机制不完善背景下,各方

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协同效率.在以上现实困境下,多元主体间的风险与收益分配容易

失衡,这不仅削弱了该模式的政策支农效能,也可能反向制约农业产业链的韧性提升[６].
当前,部分学者强调了“保险＋期货”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战略价值[７],从农户视角[８]或期货市场

视角[９]出发,探讨其收益实现机制.也有研究结合保险与期货两个主体,分析双方协同作用及其在推

动农业现代化中的功能价值[１０].在多主体关系方面,徐媛媛等(２０２２)以广西白糖(糖料蔗)试点为

例,论证了农户稳定收益、企业控制风险、期货市场对冲获益的多方协同潜力[１１].橡胶、生猪等产业

中的类似实践进一步验证了“保险＋期货”的风险分散效能和多元主体的利益协同趋向[１２][１３].此外,
部分研究聚焦于“保险＋期货”运行机制的理论阐释及其区域性市场功能的定性评估,认为该模式能

够将农户面临的产量与价格风险有效转移至资本市场[１４][１５].亦有学者强调政府、保险公司、期货公

司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指出政府可通过保费补贴降低农户参与门槛,期货公司可设

计场外期权进行风险转移,保险公司则在风险传导中发挥枢纽作用[１５].鞠荣华和顾巧静(２０２３)进一

步指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效果越强,“保险＋期货”项目的赔付偏差越小,越有利于优化风

险利益分配机制,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１６].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多聚焦于“保险＋
期货”的产品定价[１７][１８]和风险转移效应评估[１９],较少研究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协同机制.

尽管已有学者关注了“保险＋期货”模式中的主体利益问题,但相关研究多停留于定性分析层面,
或仅聚焦于某一参与主体,针对系统的实证分析和多元主体互动机制的探讨不足.基于此,本研究基

于四方演化博弈模型和X县生猪产业案例,系统分析“保险＋期货”模式的主体利益分配结构与演化

稳定性,探索地方政府和期货交易所不同补贴行为下的利益协同机制,并据此提出优化策略,推进“保
险＋期货”在农业产业链建设与乡村振兴中的高效应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政策导向较强、市场驱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保险＋期货”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存在不均衡、不
协调的问题.大量文献表明,影响农户参与“保险＋期货”的主要因素有参保收益[２０]、参保经历[２１]和

补贴力度[２２].保险公司的核心驱动力为利益,即通道费用.对于期货方和地方政府而言,更多的是

为了响应中央一号文件中发展完善“保险＋期货”的政策要求[２３].在“保险＋期货”模式中,期货交易

所通过确定项目框架、设定补贴政策和风险对冲机制发挥决策主导作用;期货公司依托专业能力,具
体开展场外期权设计、对冲交易操作和保价理赔测算等实务执行,形成“交易所决策—期货公司执行”
的协同运作机制.由于农户、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及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间目标异

质、激励机制错配及信任基础薄弱,协同效应难以有效发挥,进而制约了项目的稳定运行与可持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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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因此,亟需构建多主体利益协同机制,提升各方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政策响应效率,从而为“保险＋
期货”模式的稳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动力支撑[２４].

根据调研案例得到的数据,农户、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和地方政府四方收益并

不均衡,且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表１为本研究调研案例中“保险＋期货”各方利益与补

贴情况.其中,农户的收益体现在保险理赔和风险管理,保险公司的收益有保险费和期权损益,期货

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的收益包括保险公司的权利金和期货市场上复制期权获得的损益,地方政府

的收益主要为税收和社会效益.根据调研案例数据,农户平均自缴率约为２３．３％,保险公司权利金高

于收益的概率约为６６．７％,期货交易所平均补贴比例为２７．９％,政府平均补贴比例为３９．１％.期货交

易所和政府平均补贴比例均高于农户平均自缴率,该结构性失衡使项目在财政收紧、市场波动加剧时

容易陷入困境,可能引发“农户弃保—保险公司退保—期货公司退出”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项目停

滞.另外,农户若短期未获得理赔,可能认为保费“投入无回报”,后续参保积极性减弱;保险公司面临

高昂对冲与管理成本,其获得的“惠农声誉”效益具有滞后性和不确定性;期货公司承担补贴与执行压

力,市场波动剧烈时较易亏损;地方政府虽承担补贴,但难以获得量化经济回报.由此造成的成本—
收益不均衡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期货”的持续发展.
　表１ 调研案例“保险＋期货”各方收益与补贴情况

主体 类别 T县玉米(收入险) L市白糖(价格险) X县生猪(价格险)

农户

收益(万元) １２１０．６５ １０３．９ １７．７１
自缴保费额(万元) ３１９．２６ ６０ ７．１
保费自缴率(％) １５ ２５ ３０

保险公司

收益(万元) １２１０．６５ １０３．９ １７．７１
期权权利金(万元) １０５０．０６ ２２７．０６ ２０．５２
保险费率(％) ７．７９ ２．４４ ３．３６

期货交易所
(包括期货公司)

收益(万元) ４９０．４ ２２７．０６ ２０．５
补贴保费(万元) ４４０．２５ １４９．８ ０
补贴比例(％) ２１ ６２．７ ０

地方政府

收益 税收和社会效益 税收和社会效益 税收和社会效益
补贴保费(万元) １３４０．５２ ２９ １６．６
补贴比例(％) ３５ １２．３ ７０

为了明晰“保险＋期货”参与主体各方的利益冲突和最优选择,本文构建“保险＋期货”模式下多

方主体利益协同问题的演化博弈模型.期货公司作为期货交易所的会员,既受到期货交易所的监管,
又能获得相应的服务,故本文将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视为一体.在“保险＋期货”模式下农户、保险

公司、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及地方政府四方主体间的行为框架与博弈关系见图１.

图１　“保险＋期货”模式四方主体间的行为框架与博弈关系

本文基于“价格保险＋期货”,构建四方

主体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农户、保险公司、期
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及地方政府四方主

体利益协同的实现机制,进而推动该模式的

可持续发展,协调农业产业链建设.农户包

含个体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涉

农企业等,其策略集为{投保,不投保};保险

公司在实现自身经济收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

益,其策略集为{承保,不承保};期货交易所

(包括期货公司)的策略集为{补贴,不补贴};
地方政府主要包括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在
“保险＋期货”项目实施过程中,其策略集为{补贴,不补贴}.为保障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参

考仇颖等(２０２２)的做法[２５],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假设１:“保险＋期货”主要参与方有农户、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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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子公司是“保险＋期货”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地方政府,各主体均为有限理性.
假设２: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投保需要承担的保费为 X,其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农

户遭受的经济损失为L,该损失发生的概率为β(０＜β＜１).部分农户由于不了解“保险＋期货”项目

选择不投保,采用其他风险管理手段进行风险转移,此时可挽回的损失为 G.
假设３:保险公司收到的保费为X,保险公司的管理成本为C２,保险公司积极承保理赔带来的公

司声誉为 W２.保险公司积极承保的同时向期货公司购买看跌期权,并支付期权费用 Q.当价格风

险发生且满足赔付条件时,保险公司从期货公司所获补偿精准匹配其对农户的赔付额,确保农户合同

风险损失得到补偿.
假设４:期货公司收到的期权费为Q,期货公司的管理成本为C３.期货公司可以选择对农户进行

补贴,以推动农户参与,期货公司对农户的补贴在保费 X中的占比为σ(期货公司主要通过向期货交

易所申请项目资金以进行补贴,期货交易所是补贴行为的决策方,期货公司是执行方).期货公司执

行相应的看跌期权策略获得的收益为 R,期货公司对农户进行补贴后对自身收益的影响程度为ε,故
期货公司实际可获得的收益为εR.

假设５:地方政府通过“保险＋期货”项目获得的税收为 V,当地方政府选择对农户保费进行补贴

时,补贴的金额为S,政府对补贴资金的监管会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补贴效果,地方政府对补贴资

金的监管程度为α(０＜α＜１),故政府对农户保费的实际补贴额为αS.同时,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为

C１,且监管成本受监管程度的影响,则政府的实际监管成本为αC１.政府扶持“保险＋期货”项目可获

得的社会效益为 W１.
假设６:农户选择投保的概率为φ,则不投保的概率为１－φ;保险公司选择承保的概率为η,则不

承保的概率为１－η;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选择补贴的概率为θ,则不补贴的概率为１－θ;地方

政府选择补贴的概率为δ,则不补贴的概率为１－δ.
根据以上假设建立农户是否投保、保险公司是否承保、期货交易所和地方政府是否补贴保费等不

同情景下“保险＋期货”四方博弈模型,表２为各参数定义,表３为四方博弈收益矩阵.
　表２ 各参数定义表

主体 符号 定义 主体 符号 定义

农户

期 货
交 易
所 (包
括 期
货 公
司)

φ 农户选择投保的概率

X 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投保需要承担的保费

L 市场价格波动使农户遭受的经济损失

β 因市场价格波动农户遭受经济损失的发生概率

G 农户采用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可挽回的损失

θ 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选择补贴的概率

σ
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对农户的补贴在保费

X中的占比

ε
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对农户进行补贴后对
自身收益的影响程度

R
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执行相应的复制看跌
期权策略获得的收益

C３ 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的管理成本

保险
公司

地方
政府

η 保险公司选择承保的概率

W２ 保险公司积极承保理赔带来的公司声誉

C２ 保险公司的管理成本

Q 保险公司付给期货公司的期权费

V 地方政府通过“保险＋期货”项目获得的税收

W１ 地方政府补贴可获得的社会效益

S 地方政府补贴的金额

δ 地方政府选择补贴的概率

α 地方政府对补贴资金的监管程度

C１ 地方政府对补贴资金的监管成本

　表３ 多方补贴情况下“保险＋期货”四方博弈收益矩阵

情景
期货交易所补贴

保险公司承保 保险公司不承保

期货交易所不补贴

保险公司承保 保险公司不承保

地 方 政
府补贴

农户投保
－X＋αS＋σX,X＋W２－C２－Q,
Q＋εR－C３－σX－βL,
V＋W１－S－αC１

－βL＋G,０,０,０
－X＋αS,X＋W２－C２－Q,
Q＋R－C３－βL,
V＋W１－S－αC１

－βL＋G,０,０,０

农户不投保 －βL＋G,０,０,０ －βL＋G,０,０,０ －βL＋G,０,０,０ －βL＋G,０,０,０

地方政府
不补贴

农户投保 －X＋σX,X＋W２－C２－Q,
Q＋εR－C３－σX－βL,V －βL＋G,０,０,０

－X,X＋W２－C２－Q,
Q＋R－C３－βL,V －βL＋G,０,０,０

农户不投保 －βL＋G,０,０,０ －βL＋G,０,０,０ －βL＋G,０,０,０ －βL＋G,０,０,０
　　注:表中列出的四方收益向量分别对应(农户,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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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期货”四方主体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

演化博弈理论源于生物进化论,是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的结合.在演化博弈理论

中,除了演化稳定策略,复制动态也是核心概念之一.复制动态是描述某一特定策略在一个群体中被

采用的频数或频度的动态微分方程,可用式(１)表示:

F(x)＝
dxi

dti
＝xi fsi,x( ) －fx,x( )[ ] (１)

式(１)中,xi为群体采用某种策略si的概率,如农户选择投保策略的概率;fsi,x( ) 表示采用策略si

时的适应度,如农户选择投保策略时的期望收益;fx,x( ) 表示平均适应度,即农户所有策略收益的加

权平均.本文利用演化博弈中的复制动态方程计算“保险＋期货”各方主体的期望收益,并进行演化

博弈分析.
(一)不同主体的期望收益函数

１．农户的期望收益函数

农户选择投保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U１１＝ηθσX＋δαS－X( ) ＋ １－η( ) G－βL( ) (２)
农户选择不投保的期望收益为:

U１２＝G－βL (３)
农户的平均收益为:

U１

－
＝φU１１＋ １－φ( )U１２ (４)

农户的复制动态方程及其一阶导数分别为:

Fφ( ) ＝
dφ
dt＝φ U１１－U１

－
( ) ＝φ１－φ( ) U１１－U１２( ) ＝φ１－φ( ) θσX＋δαS－X－G＋βL( )η (５)

F′φ( ) ＝ １－２φ( ) θσX＋δαS－X－G＋βL( )η (６)
可见,影响农户策略的主要因素是保险公司的保费和承保行为、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

采取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可挽回的损失、期货交易所与地方政府的保费补贴行为.根据一阶微分方程

的稳定性理论,农户选择不同策略时达到演化稳定状态需要满足条件:Fφ( ) ＝０且F′φ( ) ＜０.

２．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函数

保险公司选择承保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U２１＝φ X＋W２－C２－Q( ) (７)
保险公司选择不承保的期望收益为:

U２２＝０ (８)
保险公司的平均收益为:

U２

－
＝ηU２１＋ １－η( )U２２ (９)

保险公司的复制动态方程及其一阶导数分别为:

Fη( ) ＝η１－η( ) U２１－U２２( ) ＝η１－η( )φ X＋W２－C２－Q( ) (１０)

F′η( ) ＝ １－２η( )φ X＋W２－C２－Q( ) (１１)
由此可知,影响保险公司策略的主要因素有农户的投保行为、地方政府的保费补贴行为、农户保

费、承保理赔带来的公司声誉和付给期货公司的期权费.

３．期货交易所的期望收益函数

期货交易所选择补贴策略时的收益函数为:

U３１＝ηφ Q＋εR－C３－μX－βL( ) (１２)
期货交易所选择不补贴的收益函数为:

U３２＝ηφ Q＋R－C３－βL(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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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所的平均收益为:

U３

－
＝θU３１＋ １－θ( )U３２ (１４)

期货交易所的复制动态方程及其一阶导数分别为:

Fθ( ) ＝θ１－θ( ) U３１－U３２( ) ＝θ１－θ( )ηφ Rε－１( ) －μX( ) (１５)

F′θ( ) ＝ １－２θ( )ηφ Rε－１( ) －μX( ) (１６)
由此可见,期货交易所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农户的投保行为、保险公司的承保行为、期货交易

所对农户保费的补贴行为以及期货公司在期货市场复制场外期权获得的收益情况.

４．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函数

地方政府选择补贴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U４１＝ηφ V＋W１－S－σC１( ) (１７)
地方政府选择不补贴的期望收益为:

U４２＝ηφV (１８)
地方政府的平均收益为:

U４

－
＝δU４１＋ １－δ( )U４２ (１９)

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及其一阶导数分别为:

Fδ( ) ＝δ１－δ( ) U４１－U４２( ) ＝δ１－δ( )ηφ W１－αC１－S( ) (２０)

F′δ( ) ＝ １－２δ( )ηφ W１－αC１－S( ) (２１)
故地方政府策略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农户的投保行为、保险公司的承保行为、补贴农户保费的

金额、对补贴资金的监管行为和补贴保费可获得的社会效益.
(二)四方演化博弈模型均衡策略分析

联立式(５)、式(１０)、式(１５)和式(２０),可以得到“保险＋期货”模式下参与主体利益协同问题的四方

博弈复制动态方程组.令Fφ( ) ＝０、Fη( ) ＝０、Fθ( ) ＝０、Fδ( ) ＝０,求解复制动态方程组可得“保险＋期

货”参与主体四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均衡点.求解得到的局部均衡点分别为:E１(１,１,１,１),E２(１,１,１,０),

E３(１,１,０,１),E４(１,１,０,０),E５(１,０,１,１),E６(１,０,１,０),E７(１,０,０,１),E８(１,０,０,０),E９(０,１,１,１),E１０(０,

１,１,０),E１１(０,１,０,１),E１２(０,１,０,０),E１３(０,０,１,１),E１４(０,０,１,０),E１５(０,０,０,１),E１６(０,０,０,０).根据

Friedman(１９９１)的理论[２６],微分方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可根据局部均衡点处雅比克矩阵的特征值

来判定.若该矩阵的所有特征值的实部均为负,则该均衡点为局部渐近稳定,即可视为系统的演化稳

定策略.本文基于各博弈主体的复制动态方程,构建相应的雅可比矩阵J,如式(２２)所示,并对１６个

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进行系统分析.

J＝

∂Fφ( )

∂φ
∂Fφ( )

∂η
∂Fφ( )

∂θ
∂Fφ( )

∂δ
∂Fη( )

∂φ
∂Fη( )

∂η
∂Fη( )

∂θ
∂Fη( )

∂δ
∂Fθ( )

∂φ
∂Fθ( )

∂η
∂Fθ( )

∂θ
∂Fθ( )

∂δ
∂Fδ( )

∂φ
∂Fδ( )

∂η
∂Fδ( )

∂θ
∂Fδ( )

∂δ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２２)

表４列示了各均衡点对应的雅可比矩阵特征值,据此可判断是否满足演化稳定策略条件.根据

表４中数据,满足“所有特征值实部均为负”这一稳定性条件的可能均衡点包括:E１(１,１,１,１)、E２(１,

１,１,０)、E３(１,１,０,１)和E４(１,１,０,０).
结合相关理论,进一步分析“保险＋期货”参与主体四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均衡策略.当 X＋G－

σX－αS－βL＜０、Q＋C２－X－W２＜０、σX－Rε－１( ) ＜０、S－W１＋αC１＜０时,E１(１,１,１,１)是唯一的

演化稳定点,策略集表示为(农户投保,保险公司承保,期货交易所补贴,地方政府补贴).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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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各均衡点对应的雅可比矩阵特征值

均衡点
农户
(λ１)

保险公
司(λ２)

期货交易
所(λ３)

地方政
府(λ４)

E１(１,１,１,１) X＋G－σX－αS－βL Q＋C２－X－W２ σX－R ε－１( ) S－W１＋αC１

E２(１,１,１,０) X＋G－σX－βL Q＋C２－X－W２ σX－R ε－１( ) W１－S－αC１

E３(１,１,０,１) X＋G－αS－βL Q＋C２－X－W２ R ε－１( ) －σX S－W１＋αC１

E４(１,１,０,０) X＋G－βL Q＋C２－X－W２ R ε－１( ) －σX W１－S－αC１

E５(１,０,１,１) ０ X＋W２－C２－Q ０ ０
E６(１,０,１,０) ０ X＋W２－C２－Q ０ ０
E７(１,０,０,１) ０ X＋W２－C２－Q ０ ０
E８(１,０,０,０) ０ X＋W２－C２－Q ０ ０
E９(０,１,１,１) σX＋αS－X－G＋βL ０ ０ ０
E１０(０,１,１,０) σX－X－G＋βL ０ ０ ０
E１１(０,１,０,１) αS－X－G＋βL ０ ０ ０
E１２(０,１,０,０) －X－G＋βL ０ ０ ０
E１３(０,０,１,１) ０ ０ ０ ０
E１４(０,０,１,０) ０ ０ ０ ０
E１５(０,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E１６(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在期货交易所和地方政府对农户保费都进行补贴的情况下,农户的保费成本降低,农户的投保积极性

提高,从而农产品风险保障水平提高;保险公司承保,拓宽市场份额,增加农产品保险种类;期货交易

所补贴保费,促进保单成立,同时向保险公司售出看跌期权,并在期货市场复制相应的看跌期权进行

风险分散与转移;地方政府通过补贴保费促进农户投保,稳定农户生产与收入,同时还能增加保险公

司和期货公司的业务量与业务范围,从而实现四方收益协同、互利共赢.
当X＋G－σX－βL＜０、Q＋C２－X－W２＜０、σX－Rε－１( ) ＜０、W１－S－αC１＜０时,E２(１,１,１,０)是

一个可能的演化稳定点,策略集表示为(农户投保,保险公司承保,期货交易所补贴,地方政府不补

贴).这表明在期货交易所补贴保费、地方政府不补贴保费的情况下,农户也有可能选择投保策略,同
时保险公司承保,使保单成立.其中,农户选择投保的概率更多地取决于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和期货

交易所保费补贴程度,以在保障风险的同时稳定收益.
当X＋G－αS－βL＜０、Q＋C２－X－W２＜０、Rε－１( ) －σX＜０、S－W１＋αC１＜０时,E３(１,１,０,１)

是一个可能的演化稳定点,策略集表示为(农户投保,保险公司承保,期货交易所不补贴,地方政府补

贴).这说明仅地方政府补贴保费时,农户也愿意选择投保策略,当保险公司承保时,保单成立.此

时,农户选择投保的概率由保费、地方政府保费补贴以及补贴监管程度决定.
当X＋G－βL＜０、Q＋C２－X－W２＜０、Rε－１( ) －σX＜０、W１－S－αC１＜０时,E４(１,１,０,０)是此

时的演化稳定点,策略集表示为(农户投保,保险公司承保,期货交易所不补贴,地方政府不补贴).即

当期货交易所和地方政府都不补贴保费时,农户投保的概率依然存在.当农户选择投保、保险公司选

择承保时,依然可以实现多方利益协同和风险管理.此时,保险公司的保费成为农户选择投保的最大

决定因素.
以上四个可能的演化稳定点从理论上证实了“保险＋期货”模式下多元主体利益协同的存在性,

但期货交易所、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是演化稳定策略和收益均衡的关键影响因素.其他均衡点说明

多数情况下“保险＋期货”各主体利益并不协同,若不优化各主体的行为策略将无法实现互利共赢.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期货交易所、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对利益协同的影响程度,据此提出强化多元

主体利益协同的策略.

四、“保险＋期货”主体利益协同机制

本文通过对X县生猪“保险＋期货”主体利益协同的案例分析,阐释各方主体协同合作的条件和

实现过程,论证政府补贴在实现各方主体利益协同和推动当地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之后,本文基

于案例进行仿真模拟,进一步评估地方政府和期货交易所的补贴行为对“保险＋期货”各主体利益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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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影响效果.
(一)“保险＋期货”实现多方利益协同的案例分析

１．案例背景和描述

X县依托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将生态畜牧业作为其农业首位产业.生猪养殖产业作为支

撑国家农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X县农户实现收入稳定与增长、促进地方经济持续繁荣的重

要驱动力.２０２３年,X县生猪存栏总量达６０．４万头,能繁母猪存栏为６．１万头,全年生猪出栏量高达

８４．４５万头,直接贡献产值约２４．２８亿元,为地方经济注入强劲活力.X县为进一步推动生态畜牧全

产业链建设,由“畜牧大县”向“产业强县”转变,积极发挥行业领军企业的引领作用,发展完整的生猪

产业链.这一战略举措不仅促进了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还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与转型升级,为X县生猪产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X县生猪“保险＋期货”项目为当地家庭农场向保险公司F购买生猪期货价格保险,保险公司F通

过向期货公司C的风险管理子公司购买生猪看跌期权进行“再保险”,从而通过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
该项目承保期为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３日,承保期共有３２个自然日,总保费约２３．７

万元,其中省、市和县各级地方财政补贴保费金额共１６．６万元,剩余资金由被保险人承担.该项目保

险保障金额约７０５万元,为当地３１户养殖户共计４３１．５吨生猪提供风险管理服务,规避了因生猪价

格下跌而导致的收入下滑风险,保障了广大养殖户的经济利益,提高了养殖积极性.该项目保险、期
权产品要素和期权理赔数据见表５.该项目到期终止,结算价格１５９２９．５７元/吨小于目标价格１６３４０
元/吨,期货公司C的风险管理子公司按照“结算金额＝Max(执行价格－结算价格,０)×标的数量”的
理赔公式对保险公司F进行理赔,理赔总额为１７．７１万元.保险公司F得到该理赔款后,对投保生猪

价格险的３１名养殖户进行赔付,每吨理赔４１０．４３元.
　表５ X县生猪“保险＋期货”项目产品要素和期权理赔数据

项目要素 保险产品 项目要素 期权产品 项目类别 期权理赔数据

标的名称 生猪
期权
标的物 LH２３０９ 保障目标价格 １６３４０元/吨

承保期限 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

－２０２３年７月３日
期权
存续期

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

－２０２３年７月３日
理赔结算价格 １５９２９．５７元/吨

保险数量 ４３１５头 期权类型 亚式增强看跌期权 每吨理赔 ４１０．４３元

保险规模 ４３１．５吨 标的数量 ４３１．５吨 理赔总额 １７．７１万元
保障目
标价格 １６３４０元/吨 执行价格 １６３４０元/吨 保费总额 ２３．７万元

总保额 ７０５万元 结算价格 １５９２９．５７元/吨 赔付率 ７４．７６％

总保费 ２３．７万元
权利
金总额 ２０．５万元 保险理赔公式 Max(目标价格－结算价格,０)×保险数量

保费率 ３．３６％
期权权
利金率 ２．９１％

期权 理 赔 条 件
及结算公式

到期结算价格＜目标价格,结算金额＝
Max(执行价格－结算价格,０)×标的数量

　　数据来源:期货公司C．

２．案例分析

X县合理引入“保险＋期货”,实现了生猪养殖户、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和交易所、地方政府的多方

利益协同.在该案例中,保费来源于地方政府补贴和农户自缴,自缴率高达３０％.表６为 X县生猪

“保险＋期货”各方收益情况.一方面,它紧密贴合当地生猪养殖户的实际需求,为生产者提供了有效

的收入保障措施,促进生猪产业链建设;另一方面,通过保险机制将赔付风险合理转移至保险公司,同
时这一创新模式也促进了期货公司业务量增长,帮助期货公司和交易所、地方政府完成政策目标,实
现了多方互利共赢的局面.该案例实践表明,在各级政府补贴程度和农户自缴率提高、期货交易所不

补贴的情况下,存在实现多方主体利益协同的可行性.“保险＋期货”的推行,还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保

险市场的产品种类,满足了农业生产者对风险管理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发挥了期货公司在风险管理及

价格发现方面的专业优势,为金融服务“三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展现了金

融创新在促进农业稳定、农村繁荣及农民增收方面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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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X县生猪“保险＋期货”各方收益情况

“保险＋期货”主体 各方收益

农户 获得保险理赔１７．７１万元;有效的收入保障

保险公司 获得期权收益１７．７１万元;丰富保险市场的产品种类

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司) 增长期货公司业务量;完成“保险＋期货”项目,并获得项目资金

地方政府 获得相应税收和社会效益;完成“保险＋期货”政策目标

生猪产业 稳定 X县猪肉产品生产供应;加强生猪产业风险管理,促进产业链建设

３．案例启示

X县通过“生猪＋保险＋期货”的综合风险管理模式,不仅为生猪养殖户提供了更加全面的风险

保障,还巧妙地整合了各类资金资源,用于补贴育肥猪、仔猪以及“生猪＋期货”等生猪产业链上各个

环节的自缴费用部分,从而显著减轻了养殖户因市场价格波动而承受的经济压力,为生猪产业的稳定

发展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同时,这也有利于稳定 X县猪肉产品供应,为巩固 X县生猪调出大县

地位增强保障,为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动力.
从２０１６年“保险＋期货”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各地陆续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当前,为推

进“保险＋期货”项目实施,地方政府、期货交易所对农户保费进行补贴.然而,随着“保险＋期货”的市

场化发展,期货公司未来将减少或不再提供保费补贴,农户保费的自缴率必然提高,此时,降低农户的投

保成本、提高农户投保自驱力就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鼓励农户加入合作社或联合经营体,通过集体

行动降低参与“保险＋期货”项目的成本和风险,提高整体效益.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手段,为农户提供更加精准、及时的市场信息服务,降低农户参与项目的成本和风险.
(二)基于案例数据的四方演化博弈仿真模拟

基于案例数据和演化博弈分析,本文运用 Matlab２０２０对不同参数条件下各主体的策略选择进行

仿真模拟.在“保险＋期货”模式下,当农户选择投保且保险公司选择承保时,保险合同成立.此时,
假设在没有任何补贴政策下农户需要承担的保费 X＝２０,政府通过“保险＋期货”获得的税收 V＝５.
政府对农户保费进行补贴,假设初始补贴金额S＝５,政府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程度α＝０．６,政
府进行监管的成本C１＝８,政府补贴监管获得的社会效益 W１＝２２.保险公司的管理成本 C２＝４,其
积极承保理赔带来的公司声誉 W２＝６,保险公司付给期货公司的期权费 Q＝１５.

若保险公司承保,将通过期货公司购买相应的期权转移赔付风险,期货公司则复制场外期权分散

风险.此时,期货公司的管理成本C３＝７,在期货市场执行相应的复制看跌期权策略获得的强制平仓

收益R＝１００.假设价格风险发生的概率β＝０．８,当发生价格风险时,其给农户造成的损失 L＝１００,
农户使用其他风险管理手段挽回的损失 G＝４０.若期货交易所对农户进行补贴,其给农户的补贴在

保费中的初始占比σ＝０．３,其对农户进行补贴后对自身收益的影响程度ε＝０．２.各博弈方初始策略

的选择分别是φ＝０．７,η＝０．７,θ＝０．３,δ＝０．６.

１．地方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利益协同机制

保持其他变量假设不变,设政府补贴金额S分别为５、１０和１５.此时,各方策略选择概率的演化

结果见图２(a),其中,农户、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三方的策略选择均未受到政府补贴金额的影响.在

t＝０．２处画一条刻度线,该刻度线与不同补贴金额下地方政府演化线相交的点不同.这说明补贴金

额越高,政府愿意补贴的概率越低.随着政府补贴金额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大,同时,补贴所

产生的社会及经济效益未能充分填补资金空缺,导致政府认为维持高额补贴难以为继,进而降低了高

额补贴的提供意愿.另外,通过观察图２(a),在S＝５,t＝０．２时,保险公司承保的概率与地方政府补

贴的概率均高于８０％,期货交易所补贴的概率趋于零,此时农户投保的概率远大于保险公司承保的

概率且趋于１００％,说明地方政府补贴金额占保费的比例较低且期货交易所不补贴时,能够在满足

“保险＋期货”参与主体利益协同的条件下,实施“保险＋期货”项目.

２．社会参与主体(期货交易所)补贴情况下的利益协同机制

保持其他变量假设不变,假设期货交易所补贴农户保费的比例σ分别为０．３、０．６和０．９,各方

６５１



  

策略选择概率的演化结果见图２(b).同理,在t＝０．０２５处画一条刻度线,与期货交易所不同补贴

比例下的演化线相交于不同的点.当期货交易所的补贴比例提高时,期货交易所愿意补贴的概率

逐渐下降.在实践中,可能存在以下情况:期货交易所向农户提供补贴带来的声誉提升和业务效

益,不足以覆盖其增加的成本,且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差额会随补贴比例上升而扩大,进而挤压企业

利润.因此,期货交易所倾向于设定不太高的补贴比例.当σ＝０．３,t＝０．０２５时,期货交易所愿意

提供补贴的概率接近１５％,地方政府愿意提供补贴的概率略高于６０％,尽管农户投保的概率大于

保险公司承保的概率,但整体上选择该策略的概率低于８０％,这表明在保障多元主体利益协同的

情况下实现“保险＋期货”项目的概率较低.即在地方政府、期货交易所提供补贴的概率均较低的

情况下,难以达成四方利益协同.

图２　不同补贴金额对各方策略的影响模拟结果

通过以上仿真模拟发现,“保险＋期货”模式下要实现农户、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包括期货公

司)和地方政府的多方利益协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更加重要.其中,在地方政府主导补贴行为的

情况下,农户投保概率趋于１００％,存在较大概率实现“保险＋期货”项目的同时满足四方利益协同;
然而,当补贴金额提高时,地方政府的补贴概率降低.现有研究表明不同农产品市场对财政补贴的承

载能力不同(如玉米期货市场对“保险＋期货”模式的可承载规模仅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４．４％),故为了

实现“保险＋期货”多方主体利益协同,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如地方政府补贴比例调整应考虑市场承载能力[２７].

在社会参与主体(期货交易所)主导补贴行为的情况下,农户投保策略的概率低于８０％,该策略

实现利益协同的概率较低.当期货交易所的补贴比例提高时,其补贴概率略有下降,但整体上实现

“保险＋期货”项目的概率较低.相较于地方政府,在期货交易所的补贴主导下实现多方利益协同的

概率更低;若没有政策支持,期货交易所的补贴意愿也较低,这说明“保险＋期货”的市场化程度亟待

加强.因此,为实现“保险＋期货”多方主体利益协同,应加强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市场化角色,期
货交易所等社会组织协同引导完善相关业务评价,促进市场的利益自驱力和监管自主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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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险＋期货”主体利益协同的提升策略

针对“保险＋期货”模式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现状,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真实案例和仿真模拟

分析了“保险＋期货”多元主体利益协同情况和均衡策略,发现了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不足、社会参与主

体市场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结合“保险＋期货”实践中的现实情况给出提升策略,
包括优化财政支持、重构主体功能、完善评价体系以及创新农产品期货品种等.

(一)地方政府

１．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结构

地方政府应通过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精准性与引导性,
确保“保险＋期货”项目的规范运作与可持续发展.当前支农资金中仍存在价格补贴、流量式扶持等

效率偏低的支出方式,应逐步减少传统价格补贴对财政的依赖,优化财政支农机制.一方面,中央财

政可通过设立专项奖补资金,引导地方政府将原有部分涉农补贴资金转向支持“保险＋期货”项目的

保费补贴,形成“中央奖补—地方落实—农户受益”的资金流转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差异化的财政支

农机制,优先将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在满足基础保障需求后逐步扩展至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通过精准施策实现财政资金的梯度覆盖,最终构建多方利益共享的风险管理生态体系.

２．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地方政府需着力提高“保险＋期货”项目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构建全周期资金监管评估体系,推
动项目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一是应建立参保意识动态评估机制,依据区域农业主体风险认知程度

实施精准施策,梯度化提升农户自缴保费比例,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鼓励地方政府与金融

机构构建政银保协同机制,创新财政补贴模式;三是通过设立市场化运作的风险补偿基金、引入社会

资本参与风险分担等方式,形成“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跟进”的多元投入格局,最终形成以政府财

政补贴为主、商业化保险为辅的农业保险生态体系.
(二)社会参与主体

１．加强保险与期货主体的市场化定位

在“保险＋期货”模式中,现阶段保险与期货主体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问题主要在于:保险

公司作为风险转移渠道时,缺乏对期货、期权工具的认知,限制了精算定价和产品创新;期货公司过度

关注场外期权名义本金规模扩张,而忽视套期保值实效的行为取向,导致风险对冲效果不佳.为实现

深度优化,建议构建双主体职能重构机制.一方面,保险公司需提升精算部门的价格风险量化分析能

力,建立以纯风险损失率与附加费率为核心的动态定价模型;另一方面,期货公司应充分利用衍生品

定价优势,构建涵盖农产品市场周期评估、保险产品结构优化及对冲策略设计的全流程风险管理体

系.此外,双方应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通过联合市场调研、产品路演及培训推广,精准识别涉农主体

的风险管理需求.在此基础上,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应协同地方政府构建政策支持框架,通过优化财

政补贴机制与风险分担比例,实现保险产品创新、风险对冲与政策支持的多维协同,共同构建具有市

场适配性与制度保障性的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２．引导完善“保险＋期货”业务评价机制

“保险＋期货”模式作为创新型农业风险管理工具,要求保险与期货机构实现专业化协同.当前

保险机构的考核机制仍延续传统农险模式,过于侧重保费和赔付,忽视科学定价,这会导致两个问题:
一是保费规模导向引发非理性竞争,二是费率定价机制失衡.中国期货业协会依据«期货公司分类监

管规定»制定了“保险＋期货”专项评价方案,但期货机构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仍存在权利金使用率不

足的问题.为此,首先,建议保险机构建立涵盖保费规模、结构与技术维度的差异化考核体系,强化对保

费构成与费率的考核,优化定价模型,提升精算能力,以确保业务可持续发展.其次,考虑到权利金使用

率不足这一常见问题,建议期货机构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界定标准,并将其纳入

业务评价体系.同时,期货交易所应引导期货公司逐步提高权利金使用率,以促进“保险＋期货”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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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最后,“保险＋期货”业务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保险机构和期货机构应考虑农户对生产成

本和安全感的合理诉求,使“保险＋期货”业务评价机制更加人性化.

３．优化和创新农产品期货品种

目前,期货市场已具备主粮作物与生猪期货成熟定价体系,但区域性特色品种(如马铃薯、肉牛、
特色果蔬及水产)标准化合约仍存在缺失,导致跨品种价格拟合、基差风险放大及风险转移效率降低.
为推动“保险＋期货”模式市场化发展,建议期货交易所采取以下改善措施:一是加快区域性特色农产

品期货品种上市,完善品种谱系,强化价格发现功能,为差异化价格险提供标的支撑,满足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多元化风险管理需求;二是构建基于农业生产特征的风险对冲工具创新体系,例如开发气温、
降水等天气指数衍生品[２８],实现极端气象风险跨时空转移;三是拓展收入保险与全产业链保障模式,
开发基于工业品(如尿素)的农资成本保险;四是联合金融机构设计“订单＋期货”标准化方案,构建覆

盖生产、加工及流通环节的多维风险分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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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volutionaryGameAnalysisBasedonCaseStudies
CHENZiling１　XUYuanyuan２　LIJian１　LIXingbiao３

(１．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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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constructsanevolutionarygamemodeltoanalyzethebehavioralstrategiesof
variousstakeholders,includingfarmers,insurancecompanies,futuresexchanges(includingfutures
companies),andlocalgovernments,underthe＂insurance＋futures＂model．ByintegratingthereＧ
searchandanalysisofthepigindustrycaseinCountyXandsimulation,thepaperexplorestheimＧ
provementstrategiestoenhancethecollaborativeeffectoftheinterestsofmultiplestakeholders．
First,thefourＧpartyevolutionarygameanalysisrevealstheexistenceofevolutionaryequilibrium
points,indicatingthatitistheoreticallyfeasibletoachievecoordinationofinterestsamongall
partiesinvolvedinthe＂insurance＋futures＂model．Notably,subsidizedsupportprovidedbyfuＧ
turesexchangesandlocalgovernmentsplaysacriticalroleinshapingtheevolutionarystablestrateＧ
gyandachievingequilibriuminreturns．Second,throughthecasestudyofthe＂insurance＋fuＧ
tures＂modelappliedtothepigindustryinCountyX,thispaperelucidatestheconditionsunder
whichcollaborativecooperationamongstakeholderstheprocessbywhichitisachieved．FurtherＧ
more,thepaperhighlightsthecriticalroleofaligningtheinterestsofallstakeholdersinpromoting
industrialdevelopment．Third,thesimulationanalysisbasedoncasestudiesdemonstratesthat,in
comparisontofuturesexchanges,thesubsidypoliciesoflocalgovernmentsexertamoresignificant
influenceonthecoordinationofstakeholders′interests．TofurtherenhancetheefficiencyofcollaboＧ
ration,itisessentialtorefinegovernmentpolicysupport,optimizetheallocationandutilizationof
fiscalresources,andadvancethemarketＧorienteddevelopmentofprojects．Basedonthis,thispaper
proposes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forpromotingthecoordinatedinterestsofmultiplesubＧ
jectsunderthe＂insurance＋futures＂modelfromthedimensionsofoptimizingthefiscalsupport
mechanism,reconstructingthesubjectfunctionsandimprovingtheevaluationsystem,soastoconＧ
tributeto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theagriculturalindustrialchain．
Keywords:Insurance＋ Futures;EvolutionaryGame;AgriculturalInsurance;Financial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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