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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邬梦雯

在去年苹果价格不断走低的背景下，由郑商所支持、银河期货

和人保财险甘肃分公司联合大地期货、南华期货在甘肃省静宁县

开展的苹果“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项目顺利结束，最终实现赔付

4074.35万元，赔付率180.60%，这也是我国苹果期货价格险实

现赔付金额最高的一个项目。经过连续三年不断创新和深入探

索，静宁县的苹果“保险+期货”试点打造出了“静宁模式”，也走出

了一条期货扶贫的特色之路。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果农走出脱贫新路径

通过多年的推广，“保险+期货”在各地已不是新
鲜事，但此次在静宁县开展的苹果“保险+期货”县域
全覆盖项目凭借着完善的运作流程和高额的赔付金
额再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事实上，作为传统农业县的静宁，曾经属于六盘
山片区特困地区和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当地
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近年来却一转诸多先天劣势，借助金融的力量走
上“逆袭”之路。

被金融改变的静宁故事要从四年前说起。恰逢
2017年12月苹果期货正式在郑商所上市，上市初期，
郑商所就将苹果纳入“保险+期货”项目试点范围。银
河期货立足于静宁县的苹果产业，开始探索在当地申
请设立苹果交割库、开展“保险+期货”、尝试“订单+
保单+仓单+农担”的“四单保障”计划等全产业链服
务的可行性。

自20世纪80年代，静宁县开始零星栽植果树，到
如今，静宁县已经成为全国苹果规模栽植第一县，苹
果产业也成为当地主要的扶贫攻坚产业。随着全国
苹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产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竞
争越来越激烈，价格起伏不定，果农种植收益很难得

到长期有效保障。
2018 年 9 月，在郑商所的支持下，银河期货尝试

性地在当地开展了3000吨的“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适逢2018年全国苹果受冻灾减产，苹果现货价格大幅
波动。项目最终实现赔付 89.44 万元，其中贫困户户
均赔付 1321元，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减产带来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项目的成功实施，帮助300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也帮助参保合作社获得银行贷
款，大大缓解了合作社关键时期的资金需求。

在第一年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成功实施的基础
上，2019年银河期货继续深耕细作，加大“保险+期货”
项目试点工作推进力度，紧紧围绕郑商所的试点工作
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产品设计和各项安排。在
市、县两级政府和银河证券的支持与指导下，银河期
货申请到了甘肃省内唯一的苹果“保险+期货”县域全
覆盖项目。

凝聚了市场各方的力量，静宁县苹果“保险+期
货”县域全覆盖项目也因此形成了强大合力，在助力
当地果农脱贫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了解，
2019 年的项目总承保 4.6 万吨苹果，保障金额 3.75 亿
元，覆盖全县 8713户（约 2.3万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3家龙头合作社，真正实现了“县域脱贫全覆盖”，让全
县剩余的 8713户贫困果农和当地龙头合作社享受到
了金融政策的红利。截至项目结束，“保险+期货”总
赔付1676.34万元，赔付率72.88%，整个项目“金融端+
现货端”实现增收约2900万元。

2020 年 2 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静宁县正
式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的那样——“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在静
宁县脱贫的过程中，市场各方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探
索期货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途径和方法，为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贡献了“金融智慧”和“期货力量”。

受到连续两年项目良好效果的鼓舞，银河期货
静宁项目组的干劲更足了，持续推进静宁县在“后疫
情时代”的脱贫攻坚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2020
年，在郑商所、中投公司和银河证券的支持和指导
下，银河期货认真贯彻郑商所“降本、提质、增效”的
规范性工作方针，继续在静宁县实施甘肃省唯一的
苹果“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试点项目。期货日报
记者了解到，此次项目覆盖全县苹果种植三类户（未
脱贫户、边缘户、监测户）和主产区的三个深度贫困
村、10 家合作社下辖的 2774 户果农，总计为全县

5903 户果农的 4.8 万吨苹果提供价格风险保障。目
前项目已顺利结束，最终实现赔付 4074.35 万元，赔
付率高达 180.60%。

作为银河证券在静宁县挂职的副县长，杜晓光
在任职的四年多时间里，持续推进银河证券与静宁
县政府的紧密衔接和有效协调，同时先后推动了郑
商所“苹果期货交割库”在静宁县成功落地、苹果“保
险+期货”试点项目在静宁县顺利实施、静宁县苹果
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京东“静宁扶贫馆”设立
等一系列扶贫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脱贫攻坚
摆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作为行业头部期货公司，
银河期货积极响应号召，立足行业特色，在精准扶贫
方面不断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深入探索服务‘三农’、
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道路。经过连续三年多的金融
扶贫，‘保险+期货’在当地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通过链接‘小苹果’和‘大金融市
场’，保障了当地贫困农民的收入，壮大了静宁县苹
果产业规模，为静宁县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银河期货党委书记、总经理、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杨青说。

经过多年探索形成合力

金融“造血功能”助产业扶贫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大产业、小主体”是目前我国苹果产业的基本状
态，而相较产业内的龙头企业，中小农户管理价格风
险的手段更少、难度更高。尽管期货市场提供了具有
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功能的苹果期货工具，但由于果
农缺乏金融知识和运用技能，同时也不具备直接参与
期货市场的条件，果农的收入仍然跟随市场的波动而
起伏不定，这为一些苹果主产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制造
了难题。

此外，在深入推进扶贫的工作中，最大的难题是
如何将扶贫做成可持续的系统性工作，单纯依靠资
金投入可以解决短期问题，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建立帮扶资金投入效果长效机制是更值得思
考的。

基于此，我国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连续投入大
量资金，支持开展“保险+期货”试点，正是以产业扶
贫为抓手，将各地的优势产业与金融资本进行有效
对接，利用金融手段精准扶贫，变“输血功能”为“造
血功能”。

“保险+期货”模式将价格保险产品、场内期货与
场外期权进行有机结合，为方便果农理解与接受，该
模式在前端以“保险”的形式呈现，后端则通过期货公
司专业团队将价格风险利用金融衍生品工具完成风

险对冲，以实现果农“人不进场，风险转移”的效果。
可以说，“保险+期货”项目在静宁县已初步形成可持
续、可发展、可复制的“造血”模式。

据了解，自银河证券对静宁县苹果全产业链帮扶
以来，“静宁苹果”品牌价值已达到158.95亿元。2020
年全县果园总面积稳定在百万亩以上，果品总产量82
万吨，产值约 40 亿元，农民人均果业收益 5800 元，带
动4509户贫困户18126人稳定脱贫，实现“苹果红了，
农民富了”。

德美地缘林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选宾已经连
续三年带领果农参与“保险+期货”项目了，从2018年
最初的观望，到之后连续两年的积极参与，在他看来，
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有效稳定了种植户的收益。“德
美地缘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被郑商所指定为苹果期
货交割仓库，开始带动苹果销售由传统的现货交易转
向期货金融市场交易。‘保险+期货’与订单农业相结
合，真正做到了金融工具保障收益。”田选宾对期货日
报记者说。

此外，记者注意到，2020年静宁县苹果“保险+期
货”县域全覆盖项目呈现出保费来源多元化的特点。
项目的 2256 万元保费中郑商所专项支持 1000 万元，
另有 1256 万元是外部资金。其中，静宁县政府出资

300万元，中投公司、银河证券和银河期货共出资 500
万元，合作社下辖农户自缴356万元，其他合作方出资
100万元。

事实上，在“保险+期货”模式推广初期，面临着保
费成本较高且来源单一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试点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开展
的农产品“保险+期货”项目，对于种植利润微薄的农
户来说很难承担全部保费，所以大部分项目的保费由
交易所一方承担。因此，丰富保费来源是“保险+期
货”模式可持续的关键。

静宁县当地合作社、种植大户主动出资参与投保
已形成良好示范效应，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和地方政
府积极配合，使得“保险+期货”的资金难题在甘肃取
得了重大进展。

通过多年培育，当地农户和合作社已经建立一些
风险管理意识，通过扶贫先扶智，逐渐让农户真正认
识到“保险+期货”模式、农业保险等风险管理工具的
作用。在 2020年的项目中，合作社下辖农户自缴 356
万元作为保费，与2019年项目的100万元自缴保费相
比，增长了250%以上。

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和金融机构的介入，也为当
地特色农业风险管理模式进一步推广与发展提供了

保障。参与本次项目的静宁县成纪村镇银行也依托
“保险+期货”项目，为参保的 5家合作社融资 1270万
元，有效解决了涉农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静宁县委书记王晓军表示：“2021 年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静宁县委、
县政府将继续积极争取郑商所和相关金融机构的支
持，认真实施郑商所苹果‘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项
目，引导广大果农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提高运
用金融工具、抵御市场风险的积极性，大力推广‘保
险+期货’风险管理模式，加快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切实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共同绘就苹果产
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壮美画卷，确保以优异的成
绩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值得一提的是，银河期货组织开展的甘肃省静宁
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被国务院扶贫办《扶贫信息》
专刊刊发三次，并成功入围 2020年“企业精准扶贫专
项案例50佳”，这是国内期货行业唯一入选的案例，充
分体现了国家对“保险+期货”金融创新助力精准扶贫
模式的认同和肯定。

此外，借助金融综合扶贫和业务创新的多项亮
点，银河证券甘肃分公司也获评“甘肃省 2019年度省
长金融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颗叫作“保险+期货”的
“火种”埋在静宁县的土壤里，为当地带来了由脱贫迈
向振兴的希望。

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三农”工作重心迎来历史性转移。在此过程
中，“保险+期货”利用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功能的
融合，为涉农产业主体提供农产品价格保险、收入
保险，以金融手段在农业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从“黄箱”向

“绿箱”的转变。
经过多年来“保险+期货”试点良好的示范效应带

动，由相关品种主产区地方政府主动开展的相关试点
开始不断出现，“保险+期货”模式覆盖的范围得以进
一步延伸，国家及地方财政的介入也使得“保险+期
货”模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据了解，甘肃省政府将苹果“保险+期货”纳入中
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范畴，实
现了以财政资金为主推动“保险+期货”项目落地实施

的新模式，在财政资金常态化、机制化支持“保险+期
货”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2019年，中央财政首次在全国开展地方特色农产
品保险奖补试点，甘肃省争取到苹果中央奖补试点10
万亩，项目实施区域为设有苹果交割库的平凉市静宁
县、天水市麦积区、天水市秦安县、庆阳市西峰区，通
过“保险+期货”的模式累计赔付金额近4000万元，惠
及农户超过3.7万户。

2020年，甘肃省扩大苹果“保险+期货”中央奖补

试点覆盖范围至 15万亩，项目覆盖农户 2.95万户，其
中贫困户2.3万户。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首席经济师马再兴认为，甘肃
省的实践证明了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期货交易所
不断改进“保险+期货”项目，优化试点业务模式，带动
各级财政投入、吸引社会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投入，
在助力甘肃省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险+
期货”试点规模逐步扩大，惠及更多农户，苹果产业稳
定发展，在甘肃省脱贫攻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