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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花保险
有效破解“丰产不丰收”

作为浙江省西兰花种植的主产区之一，慈溪市种植西兰花
面积约6万亩，2018年总产值达3亿多元。

为缓和西兰花价格波动带给农户的冲击、有效破解“丰产
不丰收”的难题，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创新开发全省
首个西兰花价格指数保险产品，面向慈溪市周巷镇、长河镇、观
海卫镇、掌起镇、龙山镇等西兰花种植面积较大的镇进行试点。

按照条款内容，当市场的月平均批发价格低于约定价格
1.6元/公斤时触发理赔，根据两者价差快速理赔到户。截至目
前，首批试点已有16户农户参保，参保面积5890亩，保费收入
达117.8万元，将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178万元。

由于西兰花市场价格的波动较大且难以预测，签订定量定
价的西兰花订单对蔬菜供需双方均有较大风险，甚至当价格变
动幅度过大的时候，西兰花订单会发生履约困难的情况，供需
双方均有可能违约。这对保证西兰花市场供应和稳定市场价
格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西兰花订单“履约难”问题，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
验区又探索开发了西兰花订单价格保险创新产品，这一产品以
提高西兰花订单供需双方抵御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为出发点，
以促进西兰花订单履约为重点，发挥保险对西兰花种植产业的
支撑保障作用，帮助广大西兰花订单供货方和收购商分散西兰
花价格风险。

当签订西兰花订单合同的供需双方按照订单合同正常履
约，保险西兰花平均批发价格较约定平均批发价格下跌，且下
跌幅度超过保险约定跌幅的风险，保险公司将按照条款约定赔
付西兰花采购商；反之，则赔付给西兰花种植户。

记者 徐文燕

本报讯（记者 周静）记者昨日从市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
支行获悉，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浙江省宁波市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银发〔2019〕281号），同意我市开展普惠金
融改革试验区创建工作。这是继国家级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后，又一国家
级改革试验区落地甬城。

2015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我市在全国率先开展“普惠金
融综合示范区”试点。按照《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评估，2015—2018年
我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分别为100、110.4、120.2和124.9，普惠金融水平
逐年上升。为巩固试点成果，发展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普惠金融，2018
年5月，市政府通过省政府向国务院提交了新的国家级试点方案。

据介绍，该项试点的获批，为我市经济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
机：

一是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创建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将通过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全面构建普惠金融
综合服务体系，更好满足民营小微企业等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助推我市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225”外贸双万亿行动和“数字经济”发展。
二是有利于提升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力，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将为我市设立和引进证券、保险、金融租赁等法
人机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形成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提升我市
金融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集聚和辐射能力，使宁波金融业总量不断提升，
结构更加合理，效率更加高效，质量更加优良。

三是有利于提升城乡一体化数字支付能力，推进民生领域服务便利
化。创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将通过推进“智慧支付”工程建设，扩大民
生领域电子支付交易量，大力推进县域及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示范商圈和
街区”创建工作，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四是有利于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能力，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创
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将通过加大信贷、保险支农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推
广应用，完善发展助农金融服务点和保险互助社等组织机构，全面推进我
市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五是有利于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创建普惠金
融改革试验区，将通过提升商业银行数字化风控水平，加强民间金融监测
防控，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推进国民金融素质教育提升，改善普惠金融

“数字鸿沟”问题，有效维护经济社会安定可持续发展。
市金融办有关人士表示，此次宁波“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试点的目标

和任务是通过完善融资服务体系、数字支付体系、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数
字化金融教育体系，实现融资服务、支付服务、风险防范、金融教育“四个全
覆盖”。

宁波获批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
实现“融资服务、支付服务、风险防范、金融教育”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