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燕：1700多万名渔民，将迎

来属于自己的互助保险社，从

渔人变成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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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俞燕 

资本市场上最有名的动物是什么？ 

大概要属獐子岛的扇贝了。 

投资者们大概有印象，自 2014 年以来，獐子岛的扇贝已经屡次失踪，

“扇贝跑了”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最有名的段子之一了。 

故事最早发生在 2014 年 10 月，獐子岛发布了一则公告，声称因为北

黄海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冷水团，公司即将进入收获期的海底虾夷扇贝集体

“跑路”了。受此影响，公司当年归母净利润巨亏 11.89 亿元。不过半年

后公司又公告称，经抽测，扇贝“尚不存在减值的风险”，于是被人们戏

称为扇贝“回家”了。 

八年间，獐子岛养成海底的扇贝几番“跑路”的真相，已成为资本市

场的一大谜题。 

虽然后来经监管部门调查后盖章，獐子岛存在“财务造假”的问题，

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业绩的盈亏与扇贝生存情况息息相关，而扇贝

的生与死、肥与瘦，则与其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 

獐子岛是水产养殖保险的试点地之一。也不知这老是逃跑的扇贝，怎

么个赔法？ 

比獐子岛扇贝“跑路”更惨的是大连海参。2018 年，由于连日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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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海水低潮期，大连海参“热死”了。彼时据辽宁省海洋渔业厅初步统

计，辽宁海参受灾损失面积 95 万亩，损失产量高达 6.8 万吨，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68.7 亿元，养殖户损失高达上千万元，几乎血本无归。 

海洋渔业是靠天吃饭的行当，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渔业安

全事故具有易发性、多发性的特点，一旦遇灾则损失巨大。一直以来，渔

业领域的保险主要采用互助保险的形式，为渔民解难减损。 

这种非营利性的行业互助模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已难以支撑渔业的发

展，亟需通过改革破除渔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和瓶颈。 

2月 15日，CBIRC为渔民们送上了一份元宵节大礼：同意 111家（名）

渔业服务组织、渔业捕捞企业和渔业从业者发起筹建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

（下称“渔业互保社”）。 

这是我国首家渔业行业互助保险社，也是第七家互助保险社（公司）。

这也意味着，渔业互助保险的商业化之路由此开启，渔人从此将变成保险

人。 

商业化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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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 月 15 日的公告，渔业互保社将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与浙江省

渔业互保协会、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广东省渔业

互保协会、宁波市渔业互保协会、江苏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河北省渔业

互保协会作为主要发起会员，辽宁省渔业互保协会、宏东渔业股份有限公

司、陈则波等 111 家（名）渔业服务组织、渔业捕捞企业和渔业从业者作

为一般发起会员，联合发起筹建，初始运营资金 5 亿元，注册地北京市。 

渔业互保社的发起人多达 111 家（名），创下了目前商业保险公司股

东（发起人）数量之最。 

在发起人中，作为主发起会员之一的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成立于 1994

年 7 月 6 日，前身是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经农业部发起、民政部批准



 

 - 5 - 

设立，是国内第一家全国性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 

1994 年 10 月 8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渔船船东王宝贵投保渔

民人身平安互保，成为协会第一个会员。次月 12 日，山东威海市崮山水产

总公司与协会签订团体会员互保凭证，成为协会第一个团体会员。 

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此前已与保险业颇有渊源，是 2006 年 1 月成立的

华农财险的股东，持股 1.7%，目前则降为 0.55%。华农财险的首任董事长

刘身利曾任协会副理事长。 

渔业互保社的拟任总经理张竞，亦来自华农财险，曾任合规负责人等

职。 

渔业互保社的拟任董事长杨斌，此前任职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 

唯一的自然人发起人陈则波，生于 1966 年，自幼出海捕鱼，22 岁就

成为船长，有“保卫黄岩岛英雄”之名。现为海南海通达海洋服务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 

除了总公司，同批筹建的还有辽宁、大连、广西、海南等四家省级分

支机构。 

此前根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改革方案，渔业互保社原本计划在 2020

年开业。不过遇到疫情这只黑天鹅，令世事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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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改革路 

 

渔业是最容易同时受到洪涝、海啸、冰冻、台风、病害等自然灾害影

响的行业，因此急需保险保障的庇佑。 

据了解，渔业互保发端于 1982 年，作为农业险龙头的人保财险，在

业内率先开办了水产养殖保险，并于九十年代初在部分地区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不过由于展业难、定损难、理赔难的“三难”难题，导致大干大赔、

不干不赔，渔船、渔民意外险的赔付率高达 300%，使该业务的发展受到

严重制约。 

1996 年，宁波市开始组织渔船船东参加互助保险。 

2004 年，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开启了水产养殖保险试点，在浙江嵊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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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獐子岛（对，就是那个老是逃跑的扇贝所在地）、福建漳浦和山东东营

等地进行试点探索，2013 年以来，在全国 8 个省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水产

养殖保险业务。 

在渔业互保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亦与商业保险公司开呢

了合作，比如 2015 年和人保财险签署了共同推进水产养殖保险发展的合

作框架协议，与国元农业保险签订了水产养殖保险共保合作协议，采用“互

助保险+商业保险”的水产养殖保险合作模式，与安华农险合作共保政策性

水产养殖保险等。 

此外，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还与瑞士再保险开展水产养殖成数协议分保，

初步建立了水产养殖保险风险分散长效机制。 

近年来，随着社团管理改革的深入，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亦面临政社脱

钩的改革。此外，2012 年出台的《农业保险条例》未将中国渔业协会纳入

保险业监管的范围。因此，无论从社改革层面还是从保险监管层面，渔业

互保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2016 年，高层已在研究，拟将渔业互助保险纳入保险业务监管范围。 

2017 年 3 月，在渔业互助保险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议上，MARA 相

关领导提出，要“开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应依法依规、积极

稳妥推进改革进程”，并成立了渔业互保体制改革工作小组。 

2018 年，在互助共济、服务渔业的初衷之下，从“渔业人”向“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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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转变的改革继续推进。当年 4 月，一份《关于推进渔业互保体制改革

有关事项的请示》报送给相关领导，“协会+互助保险社方案”作为建议改

革方案获得批准。 

八个月后（2018 年 12 月 7 日），MARA 渔业渔政管理局和 CBIRC 公

司治理监管部共同签署了《关于渔业互助保险体制改革工作的会议纪要》，

原则同意“协会+互助保险社”改革方案，由两部委共同拟定渔业互助保险

系统整体改革方案。 

2019 年是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成 25 周年，这一年 6 月 14 日，其被列

入农业农村部 19 家行业协会脱钩名单，将在限期完成脱钩。 

与此同时，渔业互保体制改革在这一年继续推进，同年 2 月 28 日，

改革工作小组向 MARA 报送的《关于渔业互保体制改革下一步工作安排的

请示》，获批“积极推进”。 

10 个月后（12 月 5 日），MARA 和 CBIRC 联合向 SC 呈报了《关于

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报告》，建议采取“剥离协会保险业

务，设立专业保险机构承接”思路，对渔业互助保险系统进行体制改革。 

由此可以看出，2018 年的“协会+互助保险社”的思路，已易为“剥

离协会保险业务，设立专业保险机构承接”的改革路径。 

2020 年 1 月 5 日，两部委报送的《关于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

有关工作的报告》获 SC 批准。在随后的 5 月 25 日，《关于推进渔业互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