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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综述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姚小菊, 武 琼

(石家庄铁道大学 财务处,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业保险补贴作为财政支农的政策手段,农业保险补贴资

金绩效则关系着该资金的使用效率,并衡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在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户利

益、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以中国知网收录的386篇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

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对文献的发文趋势、机构共现、关键词共

现和关键词聚类等信息进行剖析,深入探究该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以及前沿发展趋势。分析

结果显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受时代政策、地区因素影响,政策数量和文献发表数

呈正相关性;其研究热点集中在绩效、购买意愿、补贴金额和交易成本四方面,研究范围仍需扩

大;研究的前沿方向集中在乡村振兴和效率两个方面,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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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农业是我国的第一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也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三农”问题一直是中

央工作的重点,自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20年在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尤其在

2017年党的十九大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对

农业工作的支持力度逐渐增大,2018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明确了接下来的目标和任务。随着各

项农业利好政策的出台,2013—2022年10年间

农业总产值由93173.70亿元增长至156065.94
亿元,增长约1.67倍,农业经济也不断蓬勃发展;
伴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向好态势,农业保险呈蓬

勃的发展态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策,农业保险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起到分散风险、降低损失的作

用,是保障我国“三农”的重要策略和方法,也是市

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做法之一[1],更是我

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背

景下,我国农业保险体制机制日趋完善,保险保费

规模快速增长,保障面也不断扩大,2022年我国

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1192亿元,突破千亿

元,同比增长23%,从2020年至2023年连续4
年保持全球第一。其中,中央财政拨付的农业

保险 保 费 补 贴 资 金 434.53 亿 元,同 比 增 长

30.3%。财政补贴资金是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重

要来源,占保费收入的比例近75%,是农业保险

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动因。2019年,财政

部、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财政条件允许的

地方政府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拓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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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补贴险种;2021年底,财政部印发《中央财政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对原办法进行修

订,优化原有的补贴政策,使其在整体上更符合

规范。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资金投入的不断增

大,我国也逐渐向农业保险强国迈进,相关农业保

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也不断涌现。目前学者对

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特

定地区,陈香忆[2]通过DEA方法测算了北京市

农业保险补贴的效率,分析影响补贴效率的因素,
认为费率、补贴比例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效

率;王超[3]分析了安徽省9年间的农业保险补贴

资金的绩效,认为与全国水平相比,安徽省农业保

险补贴资金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一是农业保险制

度设计缺陷,二是财政补贴和保费收入整体规模;
胡子坤等[4]也对安徽省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行耦合

分析,认为安徽省引进保险支持政策促进了农业

保险服务的发展。也有学者从全国角度对补贴资

金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邓美君[5]对我国

30个省份的农业保险补贴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了评价,发现存在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各地

区补贴资金绩效存在差异等问题,认为影响因素

为地区差异及农业保险供给主体。还有学者从政

策演进角度进行研究,曹翀[6]通过分析农业保险

补贴制度的演进,认为在制度政策的支持下,农业

保险处于迅速扩张期时,有关补贴资金的研究重

心开始由补贴资金的必要性转向补贴资金的使用

效果;郑军等[7]通过梳理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的历史演变趋势,认为保费补贴政策促

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是在地区经济水平的限

制下拉低了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
由前述学者的研究可知,我国农业保险补贴

资金的绩效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农业保险作

用的发挥。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代背景

下,研究如何提升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的对

策,通过分析目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

现状,了解当前研究热点,预测未来的研究前沿,
在理论方面剖析影响农业保险补贴绩效的因素,
为政策的创新和优化提供依据;为推动农业保险

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进程

中的保障护航作用。因此,如何使农业保险补贴

资金绩效得到进一步提升,更大发挥农业保险的

作用,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处理

CiteSpace软件是基于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

息可视化背景开发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可将

某一领域复杂繁多的文献合集数据转化为科学知

识图谱,绘制可视化图谱将关键字、机构等关键信

息显现,并识别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8],也被

广泛应用于研究综述等方面。因此,本文借助

CiteSpace软件对源自中国知网(CNKI)的农业保

险补贴资金绩效相关文献进行数据处理,并构建

知识图谱,通过对图谱的多方面解读,揭示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现状,并预测未来的

研究趋势,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
为有效获取本文研究数据样本,在中国知网

CNKI中以“农业保险”“补贴”“绩效”为主题,时
间范围选定在2003—2023年,检索后获得初始研

究数据,经过筛选无效文献后获得386篇样本文

献,并以 Refworks格式导出。首先将所获文献

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格式转换,并将转化后

的文献数据以合适格式导入CiteSpace软件以备

分析。在设置时间范围时,为保持与数据来源的

一致性,设置为2003—2023年,为提高图像可读

性,将时间分区设置为5;在pruning(网络修剪)
中勾选pruningslicednetworks(修剪切片网络)
选项,以简化网络枝条 并 提 高 可 阅 读 性;node
types(节点类型)分别选择institution(机构)和

keyword(关键字)进行研究分析,其他选项保持

默认设置。

三、研究现状分析

(一)研究文献发文趋势分析

图1描述了研究文献2003—2023年的发文

趋势,可以从图1中看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

领域的文献发文趋势和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

基本趋同。2003—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处于起

步阶段,农业保险的发展前景尚不明朗,但是

2004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农业保险的发展

提供了指导,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拉开了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序幕,在这期间,开始陆续有学

者对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进行研究;2007—

2012年农业保险处于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央

一号文件连续提出“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

险给予保费补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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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补贴力度。鼓励各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

进行保费补贴”等要求,不断探索优化农业保险补

贴。因此,在国家大政策的支持下,相关研究文献

的发表篇数较上一阶段有明显提升;2013—2019
年农业保险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图1可以看出,

2016年和2019年文献发表篇数均超过30篇,其
原因在于财政部分别在2015年底和2016年发布

《关于加大对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支

持力度的通知》和《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

管理办法》,并在办法中规定了补贴险种标的与保

费补贴比例,提倡对地方特色险种给予保费补贴;

2019年则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

见》,鼓励地方政府提升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

度,扩展财政补贴险种范围,相关政策法规的出

台,促进了学者对这一领域资金绩效的研究;2020
年至今,农业保险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关研究

基本趋于平缓,但仍受相关政策出台的影响,如

2021年底,财政部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管理办法》,全面优化、规范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导致2022年相关研究文

献的发表篇数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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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文献发文趋势

  (二)机构共现分析

研究文献的发文趋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该领域的发展状况。通过分析发文机构的共现情

况,可以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进而了解研

究的分布格局。
图2是通过CiteSpace软件得出的机构共现

分析图,可以看出,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

研究发表文献数量较多的单位分别是西南财经

大学(25篇)、华中农业大学(8篇)、西南大学(7
篇)、中国农业科学院(7篇)、四川农业大学(7
篇)、吉林大学(7篇)、内蒙古大学(7篇)、安徽

财经大学(7篇)等,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财经类

及农科类高校,而这些机构也多分布在我国中

西部地区。这与农业保险保费贴政策有关,《中
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中规定,中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种植业财政补贴险种的

保费补贴为45%,东部地区补贴则为35%,农
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差异造成了研究机构分布的

差异[9]。

图2 机构共现分析图

  (三)学科领域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的可视化数据统计,研究文献

的学科领域分布较为广泛(见图3),关于农业保

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保

险、农业经济管理、金融学(含:保险学)、财政与税

收等学科。在保险学科中,关于农业保险补贴绩

效评价的研究较为集中;而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
大多从政策补贴的角度去研究;在金融学、财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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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等学科,关于绩效评价与财政补贴的研究均

有涉及,说明以绩效评价和财政补贴为研究方面

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在各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均

为重点研究方面。

农业经济管理

金融学（含：保险学）

财政学（含：税收学）

政治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行政管理

产业经济学

统计学

农业经济 6%

投资 6%

财政与税收 9%

保险 24%

政治经济学 3%

财政学
（含：税收学）4%

金融学
（含：保险学）10%农业经济管理

19%

图3 研究文献学科分布

  四、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文献的核心词汇和准确提炼,
通常也是研究学者收集某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和研

究方法的重要渠道[10],因此可以通过关键词来分

析该领域的研究要点及热点[11]。CiteSpace软件

可以对一组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并得

出该关 键 词 在 这 组 文 献 中 出 现 的 频 次;通 过

CiteSpace软件统计得到研究文献中排名前10的

关键词频次,并去除中心性为0的关键词,结果如

表1所示。频次为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中心性

代表该关键词的重要程度,通常认为中心性大于

0.1的关键词为重要关键词[12]。
在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中,中心性大

于0.1的关键词包括农业保险、影响因素、农户、
财政补贴、农村金融、农业政策。这表明财政补贴

是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关注的热点,并且

进一步扩展到“制度变迁”“乡村振兴”“财政支农”
等热点领域;在出现频次方面,除“农业保险”之外

频次较多的关键词分别是绩效评价、财政补贴、保
费补贴、影响因素等,说明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大

多从绩效评价、财政补贴等方面开展,并通过对影

响因素、效率、制度变迁等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上述

关键词的研究。表中的其他关键词显示,乡村振

兴、财政支农、返贫困等关键词是围绕国家相关法

规政策开展的,而经营绩效、绩效分析、粮食生产

等则是集中于农业保险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

究,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始终围绕在农业保险绩效、
国家政策法规方面开展。尽管目前的研究热点数

量较之前年度有所增长,但研究方向及内容仍然

较为局限,集中在一到两个主要方面。因此,未来

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包括更广泛的议题和研究

视角,以丰富和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
表1 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农业保险 91 0.45
2 绩效评价 39 0.02
3 财政补贴 38 0.15
4 绩效 19 0.05
5 保费补贴 15 0.05
6 影响因素 11 0.22
7 效率 7 0.01
8 农户 7 0.16
9 农业补贴 7 0.06
10 家庭农场 6 0.04
11 农村金融 6 0.11
12 制度变迁 6 0.01
13 经营绩效 6 0.06
14 精准扶贫 6 0.02
15 乡村振兴 5 0.01
16 四川省 5 0.04
17 政策建议 5 0.03
18 财政支农 5 0.02
19 绩效分析 4 0.02
20 农业政策 4 0.11
21 创新 4 0.03
22 返贫困 4 0.01
23 粮食生产 4 0.01
24 政策优化 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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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通过汇聚关系紧密的关键

词来 确 定 该 研 究 领 域 的 主 题 结 构。通 过

CiteSpace对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得到关键词聚

类图,如图4所示。其中右上角的Silhouette(聚
类平均轮廓值)为0.8758,一般认为S 值>0.5
时,聚类是合理可信的。

图4 关键词聚类分析

  由图4可知,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文

献关键词分为8个聚类,分别为#0绩效评价、

#1购买意愿、#2绩效、#3保费补贴、#4政策

绩效、#5绩效分析、#6交易成本、#7财政补

贴。这8个关键词聚类数字序号越小说明包含的

关键词越多,该聚类的重要程度越大。从关键词

聚类图显示来看,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领

域热点可以分为以下4类:

1.绩效相关内容

(1)绩效评价。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业保险

补贴资金绩效评价的体系构建,以及优化改进评

价算法。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大多从建设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入手,进而选取评价方法,得出绩效评

价结果。尤晓静等[13]通过熵权-TOPSIS方法,以
保障水平指标、减贫能力指标等为一级指标构建

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评价体系;刘晓旭[14]基于

财 政 支 出 绩 效 评 价 理 论,使 用 DEA 模 型、

Malmquist指数等方法设计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对财政支农支出领域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

金进行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卢清昌等[15]对

A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评价情

况进行分析,指出目前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改进建议。
(2)绩效。该部分聚类研究主要是从支持政

策和提升策略两方面开展。在支持政策方面,有
学者认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可以扩大农户参保面

积,降低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提高农业保险效率;

也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会对农业保险产

生抑制效应,农户可能会优先选择补贴较大的种

植种类,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不利于农业发

展[16]。展凯等[17]利用FGT贫困指数构建面板

分位数回归模型,发现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在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减贫效应较为明显,但减

贫效应在不同地区因经济水平的差异呈现区域异

质性;尤晓静等[13]利用构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绩

效评价体系,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区域发展的不平

衡会削弱农业保险对偏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防范

能力。在提升策略方面,大多从完善保险设计、完
善补贴政策、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展开;张祖

荣[18]通过研究认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资金利用效率较低,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是农业保险赔付率过低,提出要规范制定保险

费率,可以真实反映保险水平;文希孟[19]提出要

完善农业补贴财政资金调度,可以由中央统一支

出,并根据各地区需求进行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
以减少地区间补贴不均衡现象;李丹等[20]认为可

以通过“向内监察”和“向外公开”的方式加强监

管,通过向内和向外两方面加强监管力度,促进农

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提升。
(3)政策绩效。有关政策绩效的研究主要是

对政策绩效进行评价、评估,并分析农业保险补贴

政策可能会对 农 业 产 生 的 相 关 影 响。王 立 勇

等[21]借助多期DID、连续型DID和三重差分模型

等方法对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效果进行分

22



 第1期         姚小菊等: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综述

析,认为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且提升

了参加农业保险数量,促进了农业保险发展;柳耀

坤[22]在粮食安全的视角下认为农业保险补贴政

策的绩效对我国粮食产量有正相关关系,可以保

障我国粮食安全。
(4)绩效分析。对于绩效分析,学者大多是对

各个地区的保险补贴资金绩效进行研究,分析其

影响因素,并给出建议。孙阳阳[23]对云南省的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进行DEA分析,发现云南省各

地市的绩效水平有所差异,发现财产保险对绩效

有正向影响,对经济发展则起到负面影响;王开

心[24]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河南省政策性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的差异进行分析,认为经

济发展水平、农户生产水平和保险市场发展水平

是影响绩效的三大因素,并提出建立多层次财政

补贴体系减少市域间的差异。

2.购买意愿

该聚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

金绩效的因素开展,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农户购买

农业保险意愿的高低是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

效的重要原因,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提高,可
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间接提升补贴资金

的绩效水平,从而使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关

系实现稳定发展;林乐芬等[25]通过对农户认知、
农户经营特征等进行分析,研究农户购买保险的

意愿对高效种植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影响程

度,发现农户身份、家庭对农业生产依赖程度是影

响高效种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评价的最主要

因素;杨旭[26]分析了险种保额、费率、财政保费补

贴比例等因素,以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户购

买农险的意愿及农业保险的效果和补贴资金的使

用效率。

3.保险补贴资金相关内容

(1)保费补贴资金。学者对保费补贴的研究

较为宽泛,研究对象为保费补贴额度、最优补贴

率、央地分担比率等。关于最优补贴率,邹新阳

等[27]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出中西东部三

地区三大粮食作物的保险保费补贴率,认为我国

现行的保费补贴率总体上是合理的,利于提高补

贴资金绩效。也有学者从保费补贴的作用入手,
宋长鸣等[28]发现补贴政策是利用市场化手段间

接控制农业风险,缓解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充分发

挥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作用,提升使用绩效。整

体看来,保费补贴对于提高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资

金的绩效整体呈正向影响。
(2)财政补贴资金。学者对财政补贴的研究

大多是分析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造成的影响。郑

军等[29]认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目的是保

障农业生产,提升补贴资金使用绩效,维护我国规

模农 业 的 发 展;江 生 忠 等[30]通 过 双 重 差 分 法

(DID)对三大主粮作物种植结构进行分析,发现

财政补贴政策可以起到优化调整种植业结构的作

用,并且可以提高投保作物的种植面积,从侧面提

升补贴资金绩效;郑军等[31]认为需要制定合理的

财政补贴比例来促进“中央+地方+农户”补贴机

制的长效性,进一步提升补贴资金的绩效水平。

4.交易成本

首先在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定义方面,周文

杰[32]认为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可以分为显性交易成

本和隐形交易成本,其中显性交易成本是指可以被

量化的保险人的直接成本和制作成本,而隐性交易

成本是指难以被量化计量的投保人在交易过程中的

成本,如信息沟通成本;对于交易成本与农业保险补

贴资金绩效之间的关系,杨卫军等[33]认为农业保险

财政补贴是降低农业保险供需两方交易成本有效手

段,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参保农户能够以更低成本

获得相同成效,从而提升补贴资金的绩效;欧阳青东

等[34]同样认为农业保险补贴可以促使交易成本回归

正常范围,解决交易成本过低造成的供需矛盾,提高

补贴资金绩效水平。

(二)研究前沿分析

在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选择TimelineView
(时间线视图),得到关键词聚类时间轴图谱(图

5)。时间轴图谱从时间维度显示关键词的首次出

现时间及持续时间,将不同关键词聚类中所含的

关键词按照时间轴的形式平铺,更直观地显示研

究关键字随时间的变迁与演化,明确研究热点的

变化演进状况[35]。横轴代表该关键词聚类,左端

对应的时间点对应该关键词聚类的显现时间,横
轴上的菱形方块表示该聚类内研究的关键词,菱
形的大小表示时间跨度[36],且一般认为Timeline
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Q 大于0.3,聚类的平均

轮廓值(Silhouette)S 大于0.5,代表聚类结构显

著并 且 可 以 信 任,图 5 中 Q =0.6184,S=
0.7249,说明该时间线视图是可信任的。

从图5可以看出,关键词共现Timeline视图

共被分为8个被引集群,“#0绩效评价”是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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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关键词,且时间跨度最长,至今仍是一个研

究热点,它以农业政策、农业保险为核心,逐渐向

政府补贴和绩效分析等领域扩展,并逐渐和其他

集群有所交集;之后“#2绩效”“#5绩效分析”是
建立在该聚类基础上,并不断细化拓展出如对策

建议、绩效分析、农村金融等小的研究热点;随着

研究聚类的细化,“#1购买意愿”“#6交易成本”
随之出现;随着近几年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

法规政策陆续出台,“#3保费补贴”“#4政策绩

效”作为研究前沿和热点一致持续至今。顶端的

小菱形方块代表在该被引集群中出现了新的研究

热点,且时间跨度较短,是近些年新出现的,说
明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评价、保费补贴和

政策绩效是近些年一直出现的新研究热点,得
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和青睐,有成为之后研究前

沿的趋势。

图5 关键词聚类时间轴图谱

  关键词突显分析通过探测特定时间段内引用

频率显著变化的关键词,揭示新兴趋势和衰落变

化,有助于进一步显示关键词研究热度持续时间、
当前 研 究 热 点,以 及 推 测 未 来 研 究 方 向。在

CiteSpace软件中得到关键词突显图表(图6),得

到13个突现词,及其突现强度和起始时间。图6
中“Strength”代 表 关 键 词 突 现 强 度;“Begin”
“End”分别代表关键词突显成为热点起、止时间,
图6中浅色线条表示突显词出现及持续时长,深
色线条表示突显词成为研究热点及持续时长。

制度变迁
农村金融
农业政策
创新
财政支持
绩效
绩效评价
绩效评估
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
反贫困
效率
家庭农场

2012
2017
2012
2012
2017
2017
2017
2017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18
1.64
1.59
1.56
2.91
1.75
2.92
1.62
2.26
1.93
1.90
1.79
1.59

2004
2006
2004
2006
2008
2008
2013
2013
2019
2020
2019
2019
2018

2003—2023 年
2004
2006
2004
2006
2008
2008
2010
2013
2019
2020
2019
2019
2018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Top 13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6 突显词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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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显词的起始时间来看,13个突显词的持续时

间最短的仅为3年,最长的“农村金融”则跨越11
年,次之的“财政支持”“绩效”持续9个年度,说明

学者一直保持对这3个突显词的相关研究及探

索;从突显词的终止时间来看,“乡村振兴”“效率”
这2个突显词终止于2023年,虽然持续时间不

长,但仍可能持续下去,逐渐演变为新的研究前

沿;从起始时间来看,各项政策的出台时间和成为

突显词的起始时间是有一定间隔的,精准扶贫政

策于2015年提出,2019年成为突显热点;乡村振

兴政策于2017年提出,2020年成为突显热点;反
贫困于2018年提出,2019年成为突显热点。说

明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相关研究热点随

着国家政策出现,虽然存在滞后现象,但是紧贴实

际情况,这种现象也可以为之后预测研究前沿提

供方向。
从图6中还可以看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

效的研究演进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4—2012年,研究热点多聚焦于农业政策及制

度,出现了“制度变迁”“农业政策”“创新”等突显

词,究其原因,2004年我国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

试点,并逐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保险的重

要性。此阶段重点关注外部政策条件,很少将研

究聚焦于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本身,但是,仅依

靠外部因素的发展是不够的,因此下一阶段将研

究热 点 更 多 地 对 准 了 绩 效。第 二 阶 段 处 于

2013—2019年,“绩效评价”“绩效评估”成为研究

热点,“财政支持”“绩效”横跨这两阶段,持续作为

研究热点。在这一阶段,突显强度最强的两个研

究热点分别为“财政支持”和“绩效评价”,在国家

政策法规逐渐完善的情况下,研究者将研究焦点

逐渐转向绩效,并将两者结合分析,在现有政策下

如何发挥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最大效果,提升补

贴资金的绩效。2019年之后,对于农业保险补贴

资金绩效的研究趋向精细化,在2019年财政部发

布《关于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

险奖补试点的通知》《2019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
《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

策法规的背景下,“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反贫

困”“效率”成为研究热点。其中“乡村振兴”“效
率”作为研究热点一直持续至今,代表研究者逐渐

将具体政策和绩效研究相结合,尝试不同政策背

景下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相关研究,研究由

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更注重政策和农业保险

补贴资金绩效的综合性研究。基于以上分析可以

看出,乡村振兴和效率研究成为农业保险补贴资

金绩效的研究前沿。

五、总结与展望

(一)总结

目前国内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趋势和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基本趋同,都可分为4
个阶段:起步阶段、探索阶段、高速发展阶段、高质

量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也随之更新,从外部环境到

补贴资金绩效再到国家政策,但是始终围绕农业

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相关的内容开展研究,未出现

偏离情况。研究热点可以反映当前研究的进度及

前沿观点,根据前述内容,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

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绩

效,部分学者主要从绩效评价、政策绩效、绩效分

析等进行研究,认为地区差异、补贴政策、保险费

率等是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原因;第二

方面是购买意愿,学者通过研究农户购买农业保

险的意愿与补贴资金绩效的关联,发现购买意愿

的高低影响补贴资金绩效;第三方面是补贴资金,
学者对该热点进行研究并发现补贴资金的提高对

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有正向影响;第四方面是

交易成本,学者发现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

补贴资金绩效。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揭

示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因素,并衡量其

影响程度,进一步优化相关条件,提升补贴资金

绩效。

(二)展望

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在持续吸

引着学者的关注,也涌现出很多的研究成果,同时

仍有许多值得深化研究的问题。

1.研究者呈现明显的机构差异

研究者大多数集中在财经类及农科类高校,
研究院、农业服务中心等机构的研究者较少,这就

导致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大多从理

论层面开展,和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如对影

响补贴绩效的因素研究,高校的研究者会从补贴

金额、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入手,服务中心的研究

者则从再植成本、保险内容等微观方面开展研究。
在之后的研究中,应多鼓励、支持在农业一线的研

究机构开展活动,拓宽研究的视角,使研究议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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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

2.研究呈现地区差异

其差异主要表现为政策规定中农业保险补贴

越高的地区,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

也越多。这就导致研究的成果和建议具有极强的

地域性,对其他地区产生的借鉴意义较弱,不能被

广泛应用。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应避免地区因

素的影响,扩大研究地区,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
使研究成果对各地区均有参考意义。

3.研究应紧贴国家政策背景,把握研究的前

沿方向

结合前文内容可见,目前的研究前沿和国家

最新发布的政策紧密相关,如“乡村振兴”战略。
要以“乡村振兴”政策为研究的大背景,结合实际

情况,细化研究内容,为进一步创新和优化补贴资

金绩效提供支持,提升绩效水平。
因此,未来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也

要不断深化、优化,加强对研究的细化程度,使研

究更加贴合实际,更具有普适性,进一步提升农业

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发挥其最大作用,促进我国

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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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ResearchonthePerformanceofAgriculturalInsuranceSubsidies:

VisualAnalysisBasedonCiteSpace
YAOXiaoju,WUQiong

(DepartmentofFinance,ShijiazhuangTiedao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43,China)

Abstract:Inthecontextofruralrevitalization,agriculturalinsurancesubsidiesserveasapolicy
toolforfiscalsupporttoagriculture.Theirperformanceisrelatedtotheefficiencyoftheuseofthe
fundsandmeasureswhethertheexpectedgoalshavebeenachieved.Theyplayanimportantrolein
dispersingagriculturalrisks,protectingtheinterestsoffarmers,and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
agricultureinChina.Taking386agriculturalinsurancesubsidyperformanceliteraturescollectedby
CNKIassamples,CiteSpacesoftwarewasusedtoconductknowledgemappinganalysistoanalyzethe
publicationtrends,institutionalco-occurrence,keywordco-occurrence,andkeywordclusteringofthe
literature,andtoexplorethecurrentsituation,hotspots,andcutting-edgedevelopmenttrendsofthis
researchfieldindepth.Theanalysisresultsshowthattheresearchontheperformanceofagricultural
insurancesubsidiesisinfluencedbythepoliciesofthetimesandregionalfactors,andthereisaposi-
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numberofpoliciesandthenumberofliteraturepublications.Theresearch
hotspotsareconcentratedinfouraspects,namely,performance,purchasingwillingness,subsidya-
mountandtransactioncost,andthescopeofresearchstillneedstobeexpanded.Thefrontierdirec-
tionofresearchfocusesontheaspectsofruralrevitalizationandefficiency,whichisgreatlyinfluenced
bynationalpolicies.

Keywords:agriculturalinsurance;subsidies;performance;CiteSpace;co-occurrenc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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