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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目标。

二是创新规划与政策衔接机制。通

过规划引领、项目库统筹 , 制定《2016—

2017 年涉农资金整合使用规划》，按规

划确认项目和安排资金。充分征求各部

门、乡镇和行政村的意见，广泛接触项

目区农民，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把衡

量规划是否合理的“称杆”交到项目最

终受益者手里。创建“三点一体”的支农

新模式，即保证重点（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培育亮点（新农村示范区打造）、找

准切入点（“四跟四走”扶贫产业发展）、

整体推进。确保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和

重点环节的优先支出。

三是创新涉农资金的管理模式。出

台《南县涉农项目整合资金管理办法》，

将 9 个部门 24 项财政涉农资金及通过金

融信贷等筹集的涉农资金 2.93 亿元，采

取预算编制环节归并整合、综合性涉农

项目合并整合等方式进行统筹整合。在

县财政局设立涉农项目整合零余额资金

户，用于归集整合后的涉农项目资金。

专户资金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封

闭运行。资金支出先报涉农资金整合办

审核，再报常务副县长审批后按规定支

付。形成“管理一个班子、规划一个盘

子、支出一个口子”的崭新格局。

三点一体  谱写涉农改革新篇章

2016 年，南县整合国土等 9 部门 24

项财政涉农资金 2.93 亿元，以“三点一

体”的支农新模式，集中投入到创新区、

麻河口镇和 47 个贫困村，用于三大平台

建设。

一是保证重点，补齐农业基础设施

短板。麻河口镇位于县城以西，之前是

洪水调蓄区域，系各类项目资金进入禁

区。主要抗旱排渍渠道还是 70 年代初

期修建的，排灌能力很差。作为湖区，

涝时水出不了农田菜地，旱时水进不了

田间地头。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根本

满足不了农田耕作的需要。2016 年南

县整合农业综合开发等 12 项涉农资金

1.12 亿元，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围

绕“田、土、水、路、林”五要素，结合扶

贫产业发展、农村生态保护等方面，集

中投入到该镇 12 个行政村。新建衬砌渠

道 115 千米、人行桥等小型渠系建筑物

1214 处、泵站 7 座 ；疏浚渠道 88 千米 ；

硬化道路 81 千米 ；铺设砂石路 5.2 千米 ；

造林 1000 亩 ；引进推广优质稻 8000 亩 ；

养鱼灭螺 280 亩。麻河口镇农业基础设

施和农民生活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二是培育亮点，打造宜居宜业的

新农村。南山村、班咀村位于情湖湿地

公园周边，是美丽乡村建设区域，基础

设施完善，居住环境良好。但仍然存在

产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不高的瓶颈问

题。根据其地理位置和目前发展状况，

南县在特色产业扶持、农村生态建设等

方面投入资金 5000 多万元。新建衬砌渠

道 1228 米、渠系建筑物 51 处，建成小龙

虾孵化基地 1000 亩、绿色蔬菜基地 800

亩。加强了自身造血功能，增加了农民

收益。罗文村以“花海”和“涂鸦村”远

近闻名，其主打产品洞庭草龟、中华鳖

浩瀚洞庭八百里，波澜壮阔 ；恢宏

湘楚三千年，古韵流芳。南县 , 宛若一颗

璀璨的明珠 , 镶嵌在湘鄂边陲 , 云梦之

侧。由于其自然条件优越、农作文化悠

远、人文背景殷实，2016 年 3 月，被批

准为全国三个涉农资金整合优化试点县

之一。开展涉农资金整合以来，产生了

1+1>2 的聚合效应。如今，项目区处处道

路相连、沟渠相通、农田分片、树林成

网、房舍靓丽、产业繁荣。资金整合的

硕果结满了田间地头、工厂农舍，涉农

改革的红利写在了湖乡农民的笑容里！

三大创新  开辟资金整合大局面

按照“试点先行、适当放权、平台

整合、鼓励创新、优化政策”的原则, 南

县对财政涉农资金进行统筹使用，实现

“规划统一制定，工作统一协调，资金统

一安排，项目统一实施，管理统一规范，

标准统一确定，绩效统一考核”。

一是创新政府支农的政策体系。制

定《南县涉农资金整合优化试点方案》，

经省政府批准后上报中央 8 部委备案。

在确保国家和省级批准规划任务的基

础上，构建了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

改善和农村生态保护三大平台，整合

各类涉农资金集中使用，分类投放。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在三

大平台建设中的积极主导作用，打通

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渠道，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提高农产品的有效供

给，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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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被授予“中国地理标志”，可打造农

旅、产旅结合的典范。为此，南县整合

涉农资金 1000 多万元，撬动社会资本

5000 多万元，新建生态衬砌渠道 3199

米、水泥路机耕路 5650 米、渠系建筑物

138 处，建成高标准稻龟共生基地 1200

亩。目前，罗文村已成为南县全域旅游

的示范区。

三是找准切入点，“小龙虾”做成

“大产业”。南县平湖水网湿地生态环

境特征显著，发展“稻虾共生”条件得

天 独 厚。2016 年，该 县 整 合 资 金 5000

多万元，通过对小龙虾养殖、加工、销

售、出口为主的国家级龙头企业——顺

祥食品公司重点扶持，带动其他龙虾养

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广大农户

从事“稻虾共生”产业，并采取“先建

后奖”“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参加合作

经营。目前，拥有国家级龙头加工企业

1 家、养殖加工研发中心 1 家、养殖企

业 7 家、养殖专业合作社 105 家、稻虾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蔡懿

长，注重的是长期发展 ；而基金管理人

更注重于用好手中的资金，将好的投资

项目和投资机会投资于最具发展潜力的

地区和企业。从投资收益上看，政府更

注重资金的安全，不强调高收益 ；而市

场化运作基金更多追求利益最大化，希

望快速进入并获利。与此同时，政府投

资基金在资金使用上还带有很强的地方

政策目标，往往在投资金额和投资地域

上有所限制。政府政策导向与市场运作

的不协调对基金运作产生了不良的影

响 ：一方面，在基金成立过程中，审核

流程复杂，发起设立周期长 ；另一方面，

在基金决策时可能会设置诸多限制，影

响基金的运作效率。

二是投资目标不清晰。当前存在着

多层次的政府投资基金，如国家层面、

省级层面、市级层面以及县级层面的投

资基金，各层级投资基金的目标并不明

确。政府投资基金承担产业发展的角色、

当前政府投资基金快速发展，据有

关统计，截至 2016 年 9 月底，国内共成

立 980 只政府引导基金，其中已披露的

789 只基金规模达 33004.58 亿元。政府

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改进了财政资金

的使用方式，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当前政府

投资基金运行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亟需理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是政府政策导向与市场运作机

制不协调。从投资领域来看，政府基金

导向主要是支持创新创业、中小企业

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等领域，重

点投向种子期、起步期的企业。由于这

类企业的投资风险很大，而基金管理人

更希望投向处于扩张期或成熟期风险

较小且获利前景明朗的企业。从投资目

标来看，政府注重的是促进企业的引入

落地、本地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做大做

强，以实现政策目标，带动本地经济增

定位并不清晰，如果政府投资基金投入

高度市场化的产业，会产生与民争利的

质疑 ；如果投入周期长低回报的行业，

则会引发对政府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的质

疑。基金投资与运作存在着一定的政治

风险。鉴于这方面的考量，政府对基金

投资很难决策，使得政府投资基金雷声

大、雨点小，规模大、投入小的状况多有

出现。同时，由于各级政府投资基金投

资方式相似，管理方式又不尽相同，很

可能存在着不同层级政府投资基金在项

目上相互争夺、重复支持的情况。

三是投资环境不成熟。一方面，由

于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市场上合适的

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较少，政府投资性

产业基金的投资目标难以寻觅 ；另一方

面，基金管理人才缺乏，市场上优秀的

基金管理人团队不多，难以找到合适的

团队来参与基金的管理和运作，使得基

金项目投资的收益和回报难以确定，影

种养户 3.5 万余户、从业人员达 10 多万

人，种养面积达 30 万亩。亩均增收 3500

多元，户均增收近 1.2 万元，在产业扶

贫中，产生了“带动一人，脱贫一户”的

显著效应。基础产业的培植，还带动了

二三产业的发展。一条以小龙虾为主体

“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已经

形成，成为南县农民增收的“聚宝盆”、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作者单位：湖南省南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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