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加快健全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
合理水平”。加强对“三农”的金融服务，以市场化方
式保障好农民的收益水平，是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
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
之义。作为在服务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东北农
产品市场发展中诞生的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
所（以下称“大商所”）将“千万工程”经验与服务“三
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多年来坚持以期货活水浇灌
乡村沃土，践行中国特色的期货“支农支小”，助力农
户稳收增收。

“保险+期货”为农业生产添底气

黑龙江省北安市革命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富强已经种了 20 年地了，经历了不少风风雨
雨。这几年他搞起了规模化种植，便越来越重视风
险管理，毕竟种地是合作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一旦
碰到受灾或价格低迷的情况，不仅可能赔本，还有可
能影响来年的经营，所以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我已
经连续 5年参加‘保险+期货’了，和之前真实发生的
损失相比保费根本不算什么，就是要图个安稳！”

李富强提到的“保险+期货”，就是由大商所探索
首创的。

2015年 8月，在大商所推动下，人保财险与新湖
期货达成业务合作协议，为辽宁省义县2家合作社的
1000 吨玉米提供了价格保险。其中，人保财险通过
向新湖期货购买场外期权转移承保玉米的价格下跌
风险，新湖期货则通过期货市场实现风险的再转移，
风险管理闭环就此形成。就这样，我国首单“保险+
期货”诞生了，也开启了期货业与保险业合作精准服
务“三农”的新篇章。

新湖期货董事长马文胜回忆道：“我们之前有尝
试直接运用场外衍生品和订单农业，帮助种植户解
决卖粮难、卖价低等问题，但农户对期货市场认知度
有限、期货公司网点有限，想要规模化推广非常困
难。而‘保险+期货’既解决了农户无法直接参与期
货市场的难题，又化解了保险公司过去因为没有风
险对冲手段而无法推出农户所急需的价格保险产品
的困境，初步证明了该模式在保障农业经营主体收
入上的作用。”

2015 年，落地国内第一单“保险+期货”项目试
点；2016年，尝到保障甜头的参保农户开始扩大玉米
种植面积；2017年，当地成立合作社开始进行规模化
生产；2018年，成立现货公司向产业链下游延伸……

“保险+期货”项目带动了义县农业生产由小到大，由
分散化到产业化、规模化。

这些年间，大商所也在持续优化完善这一服务
“三农”新模式，实现了从保价格到保收入，从单一保
种植到保种养兼顾，从交易所补贴到多方共同支持，
从零星试点到规模化持续性的升级，将越来越多的
小农户与期货大市场紧紧联系起来。

“我们能干到现在的20万亩大农田，这其中少不
了‘保险+期货’的帮助！”李富强说，虽然去年受了涝
灾，大豆的行情也不好，但因为参加了“保险+期货”，
基本的收益水平还是得到了保障，再加上订单收购
和二次点价，他的粮食比周围的种植户卖上了更好
的价格。“今年我们也继续参加，也希望以后规模能
够越做越大！”李富强很有信心。

和李富强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漯河市的养殖大
户王如意。

作为河南省重要的生猪养殖基地，漯河市生猪
业产值占畜牧业产值的比重接近 70%，年出栏量超
300万头。去年，在大商所、郾城区政府、大地期货和
太平洋财产保险的合力推动下，生猪“保险+期货”项
目实现了连续三年在漯河实施，为郾城区 16 户生猪
养殖户的15581头生猪提供了价格保障。

“年初我们就问漯河还有没有‘保险+期货’，这
两年猪价跌得太惨了，我参加过前两年的项目，减少
了亏损。养殖户很需要这个项目。”经历了市场的起
起伏伏之后，王如意表达了积极参保的意愿，也对生
猪“保险+期货”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他看来，赔付不
是目的，在周期波动中能够好好“活”下去才是。他
认为，“保险+期货”消除的是养殖户对生猪价格回调
的后顾之忧，以便让大家能安心养猪，一直养猪。“买
保险不出险才是赚了呢。”王如意说。

在大商所及各方的努力下，“保险+期货”的保
障网越织越广、越织越密，覆盖范围和保障效果持
续提升，已成为帮助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有效手
段。据统计，2015~2023 年，大商所累计在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支持开展了 1200 余个“保险+期
货”项目，涉及玉米、大豆、鸡蛋、生猪等品种，共实
现赔付超 18 亿元，帮助 180 万户农户稳住了生产信
心和种养积极性。

二次点价助力农户稳收增收

“等大豆卖完入库后，企业还会给一个二次点价
权，价格涨了还能多卖钱，到时可以多留意看看。”其
实在去年春耕时，中粮期货项目总监陈驰就和李富
强提到了“二次点价”，但彼时李富强还没有完全理
解背后的运作机制，也没有特别上心，而在10月份实

际尝试之后，他直呼“真香”。
按照年初签订的订单合同，李富强把实际收获

的 8700 吨大豆全部拉到了中粮贸易的库中，并以
2.56 元/斤的保底价结算粮款。他坦言，其实那时候
心里是不太愿意以这个价格卖的，因为按照往年经
验，新季大豆集中上市时价格普遍偏低，2023年新豆
上市后的开秤价大概在 2.5～2.6 元/斤，又低于前两
年同期，他想再等一等卖个更好的价格。然而大面
积收割、供应量不断增加之下，下游采购积极性并不
高，产区大豆价格承压震荡下行，周围农户普遍反映
越惜售赔得越多。

“我卖得早但价格其实一点没吃亏！记得交完
粮之后隔了大约不到 20 天，有一天晚上大豆期货短
暂冲高，我在陈驰的指导下抓住机会成功点了一次
价格，结果一吨又多卖了 160 元。最后算下来，前前
后后通过点价竟然额外多赚了 48 万元！”李富强很
开心。

陈驰表示，二次点价其实并非新鲜事物，近些年
已经在粮油、塑化等品种的贸易环节逐渐铺开，此前
也有个别“保险+期货”项目在后端做了尝试性引
入。而去年大商所首次将二次点价模式系统性引入

“保险+期货”项目中。据他介绍，这一模式看的是期
货价格，也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的，收粮企业会向
期货公司购买场外看涨期权来转移风险，期货公司
再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对冲。假如点价期内期货价
格上涨农户选择点价，企业需要多支付的粮款可通
过看涨期权的收益来平衡。

相似的思路方案在玉米的收购中也有使用。据
悉，在东北玉米主产区，已有一些粮食企业开始为农
户提供基于期货价格的“保底收购价+二次点价”的
计价方式。在售粮后的点价期内，价格跌了农户仍
能以保底价结算，价格涨了农户就按自己点出的价
格计算粮款，也吸引了不少种植户的关注。

谈及去年的行情，在黑龙江省依安县种了 20 多
年地的老何很不开心。他表示，去年秋粮上市时，
玉米价格也就 0.9 元一斤，比前两年还要低一些，而
且越等反而越卖不上价钱，后来最便宜时甚至只有
0.82 元一斤。“这几年搞规模化种植上了大机械，也
有农技专家指导，种地的产量提升了不少，甚至局
地受点小灾也有法弥补，影响不大。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如何把粮食卖得上价钱。其实我们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希望在卖粮时，一是能不能立刻给一个
适合的价格，这样我们起码能锁定一个最低收益；
二是能不能延迟结算，这样后来价格涨了，我们也
能多赚点。我们听了之后，感觉‘保底收购价+二次
点价’的模式很契合我们需求，准备试试看。”老何
说道。

陈驰认为，二次点价是推动农户关注期货市场
的好机会。本身期现价格具有相关性，现在现货定
价也越来越多地参考期货价格，农户在学着看期货
价格的同时，可以借机多了解市场动向，也可以通过
期货市场来分析预判价格变化，比如不同月份间合
约价差是多少、呈现升水结构还是贴水结构，这些信
息都有助于农户更好把控卖粮节奏和卖粮价格，而
不至于只凭经验或者盲目跟风。这样农民才能把粮
食卖个更好的价钱，让腰间的钱袋子鼓起来。

多方合作共建联农带农机制

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完善联农带农
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后，“联农带农”成了
今年“三农”工作的热词。事实上，聚焦“联农带农”，
大商所早已发动各方力量，进行了多年探索实践。
在大商所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产业主体与金融机
构不断拓展业务场景与合作模式，以求在实现自身
发展的同时，服务好、支持好、带动好广大农户。

早在 2004 年，利用期货市场“先卖后种”实现增
收的故事就在黑土地上传为佳话。当年，国际大豆
价格在春季创下 15 年新高后一路走低，东北产区大
豆价格也从高点的约 1.7元/斤跌至约 1.2元/斤。而
在大商所的呼吁下，一些东北豆农在春耕时即依托
合作组织或龙头企业以高价卖出大豆期货合约，并
在秋收后以参与交割或低价平仓，相比收获后通过
现货市场出售每斤多赚了 0.5 元。这一做法有效避
免了“豆贱伤农”，促进了农民增收。

2005 年，大商所又以“先卖后种”为基础着手实
施免费培训农民、送期货信息下乡、推广“公司+农
户”“期货+订单”模式的“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
旨在增强农民市场意识、促进粮食生产组织化，为
农民搭建起与现代市场联系的桥梁。渐渐地，一些
农民也开始以成立公司、协会等形式发展规模化生
产，并在期货公司的协作下参与期货市场，规避经
营风险，不仅稳定了种植利润，同时也实现了农业
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当地粮食产业发展带来了
新的活力。

去年，聚焦春耕融资难和秋收售粮难问题，大商
所进一步整合各方力量，将商业银行和龙头企业系
统性引入“保险+期货”之中，推出了“银期保”专项，
打通了粮食种、收、卖各环节，将农民收益保障扩展
至整个经营周期，形成了银行提供信贷支持、保险保
障种植收入、期货转移价格风险、企业完成订单收购
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真正实现了“种粮有资
金、产粮有人收、减收有人赔”。据统计，8 个“银期
保”项目共服务规模化种植主体22个，覆盖种植面积

33.24万亩，涉及保费1942万元、贷款数额6678万元，
赔付率达140%。

北大荒集团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一直
以来重视联农带农工作，积极发挥自身组织化程度
高、规模化特征突出、产业体系健全的独特优势，通
过组织农户成立多种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
地制宜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农业服务，同时也主动
利用“保险+期货”为农户增收保驾护航。参与“银期
保”项目的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五农场有限公司
董事长苑庆伟表示：“对农民来说，规模化、机械化种
植在带来高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资金需求。
有了‘银期保’，前期银行为我们农户提供了100多万
元的贷款额度，保障了种地的资金问题；龙头企业还
与我们提前签订了销售订单，解决了粮食销售的问
题。在往年种植收入保险的基础上，前前后后农民
得到了更多重的支持与保护。”

负责八五五农场项目大豆收购的黑龙江省满
昌粮油加工有限公司经理邵鹏认为，这一模式对企
业、对农户均大有裨益。“现在消费者对‘吃得好’越
来越看重，我们的下游客户也对产品品质有着较高
要求。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提前锁定了优质的大豆
粮源，为下一步生产经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
我们还给了农民一个二次点价的机会，使农户有机
会享受到售粮后上涨的收益，可以说是双方共赢的
好事。”

此外，大商所聚焦农业产业链龙头企业的示范
带动效应，积极发动产融基地“上一课、拉一把、带一
程”，推动上下游企业稳健发展、产业链整体稳链强
链。据统计，仅2023年，69家农产品产融基地就举办
各类市场培育活动 107场，覆盖企业 4000余家次、参
加活动人员近万人次，帮助一批收粮企业在学好用
好期货和期权工具的基础上，将保底、含权等条款写
入收购合同，从而间接起到了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作用。

在中国大豆产业协会执行会长唐启军看来，在
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必须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开展现代化生产经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完善利益链。在这一过程中，资金从哪儿来、风
险谁来担、产品卖给谁等农民自身难以应对的问题
会接踵而至，建立产业企业和金融机构携手助农的
新机制势在必行。“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
背景下，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产品卖得上
价、卖个好价，这与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
功能不谋而合。期待期货市场进一步扬己之长、联
系各方，不断探索优化联农带农机制，更好服务农业
产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唐启军说。

大连商品交易所供稿

大商所发挥期货市场功能助力农户稳收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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