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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法律制度优化研究

高经济保障水平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为了促进城镇化进程的长足发展．国家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农业安全，因

此着力发挥保险行业在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新时期保险行业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涉

农保险可以实现保障农民人身安全、促进农业发展和资金流通等功能，但由于现阶段涉农保险中法律法规缺失

和执法不严等现象突出．严重制约了我国涉农保险的有效发展。因此，近年来学界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我

国涉农保险及其法律制度的研究书籍。以期在规范涉农保险流程和保障农民保险合法权益等方面提供有效

参考。

张新生教授撰写的《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法律制度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书基于作者多年调研报

告，首先对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法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向读者详细阐述了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涉农保险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以此为建立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法律制度总结出可以借鉴的做

法和经验。在介绍完研究背景和研究方向后，作者在第二部分从方法论角度出发，对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法律

制度的功能、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做了多维度的思考和总结。随后，作者基于此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论述了建立

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分别对我国涉农保险经营模式优化发展的法律设计和

法律制度总体设计做了深度探讨。最后，作者援引国内外经典法律改革案例．对构建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

监管法律制度和外部制度环境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改进策略。从内容细分来看，全书除了绪论部分外共分为九个

章节。作者在首章中对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法律制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涉农保险法律研究现状以及

该书的主要研究内容等进行了详细阐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攀升，国家对于三农问题更加重视，由过去

单纯的农业种植和养殖保险逐渐扩大到涉农保险。第二章为涉农保险的基础理论，作者依次对公共产品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数理理论、博弈理论、福利经济理论以及农业保护理论等主流涉农保险理论做了分析和总结．

通过对涉农保险基础理论的介绍，为读者构建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也为后续章节的阅读打下坚实基础。第

三章为涉农保险的发展和立法现状分析，并就我国涉农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和法律缺位的原因做了深度剖析。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围绕涉农保险优化发展法律制度的功能、价值及原则做了详细阐述，并就建立我国涉农保

险优化发展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讨论。最后，作者在余下的章节中围绕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监

管法律制度构建和外部制度环境构建．提出了针对性改进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涉农保险经营范围、涉

农保险的商业性和政策性业务、涉农保险发展模式等方面的法律构建，将涉农保险与其他保险业务紧密结合起

来，互为补充协调发展，并严格遵循农村生产生活资料、农民人身保险和农村财产保险相结合的原则，加大对

农业相关保险公司的财政和税收支持，增加财政拨款，提高涉农保险的保障能力。

全书章节紧凑，结构合理，语言深入浅出，既有对相关理论的详细阐述，又有对现实案例的深度剖析。该

书既对国内涉农保险中地方政府不重视、地域差异化以及承保率较低等现象进行了原因探讨和总结．又结合国

内外涉农保险成功革新案例，针对涉农保险使用范围和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专项优化讨论．做到了理论与实

践的有机结合，十分适合法律专业师生及相关从业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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