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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收益型产业扶贫新模式的威县实践
汪翠荣      

项目的具体要求，用自有资金和贷款取

得的银行资金进行投资，形成收益性资

产，然后将收益性资产租赁给产业资本

经营，租赁期限时间跨度较长，可以长

达几十年。由于收益性资产是专门为产

业资本量身定做，产业资本须为形成该

收益性资产的政策性贷款提供担保。产

业资本每年将定期向农投公司支付收益

性资产的租赁费，农投公司在扣除须偿

还的银行贷款本息后，每年均可以取得

固定的资产收益。在收益性资产租赁期

满后，农投公司将收益性资产以一定的

价格出售给产业资本，从而完成财政资

金的完全退出。

农投公司、政策性银行及产业资本

三大主体之间形成相互合作、互相制约

的关系。政策性银行向农投公司提供固

定资产贷款，向产业资本提供流动资金

贷款，农投公司和产业资本分别向政策

性银行支付本金和贷款利息，贷款利息

必须是产业扶贫政策利率。产业资本必

须有特定的经营项目，并且须向政策性

银行提供资产质押担保。农投公司投建

的收益性资产须符合建设标准，产业资

本为使用该收益性资产必须支付租金。

该模式的优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能够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

杠杆作用，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到扶贫脱

困之中。由于有扶贫资金贷款贴息的保

证，金融资本愿意将资金投资于产业扶

贫项目。一般来说，该模式能够吸引3—

4倍于财政扶贫资金的金融资本，把扶

贫资金的蛋糕做大。同时，产业资本在

运营扶贫项目的过程中，由于自身资本

金的增加，竞争力增强，因而有利于吸

纳更多的银行贷款。二是能够获取长期

稳定的扶贫资金来源。农投公司投资建

设完成的收益资本以长期租赁形式租给

产业资本运营，在这个时间段内，产业

资本会每年定期向农投公司支付租赁费

（租赁后期为固定资产回购费）。因此，

政府每年都可以取得一笔稳定的资金用

于扶贫，这就化解了如何取得长期扶贫

资金的难题。三是降低了财政扶贫资金

的风险。财政扶贫资金投资形成的收益

性资产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租赁

关系，农投公司既不参与产业资本的经

营活动，也不承担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风

险，其每年获得的是固定的租赁收益。

再加产业资本又为农投公司的政策性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这就进一步降低了

扶贫资金的风险。四是能够吸引更多的

产业资本投资扶贫项目。产业资本租赁

经营收益性资产，一方面降低了产业投

资的成本，另一方面也缩短了产业投资

的周期。因此，该模式能够提高产业资

本的收益水平，增强产业资本投资的积

极性。五是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就业

问题。产业资本租赁收益性资产后，必

将吸纳当地部分贫困人口就业，每一个

实现就业的贫困人口，又可以带动家庭

成员实现脱贫。六是真正实现了精准扶

贫。政府将资产收益权量化到每一名贫

困人口以后，扶贫资金与贫困人口之间

实现了一一对应关系，从而对扶贫对象

实现了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发展，产业扶贫

涌现出“农户+合作社+信贷”、“公司+农

户”、“行业协会联营”、“特色产业扶贫”

等多种模式，对于改变贫困地区“久扶不

脱贫” 的困境具有较大的作用。但实践

中既有的产业扶贫模式因缺乏金融资本

支持、缺少龙头企业带动和利益保障机

制，并未实现理想的扶贫效果，出现了脱

贫慢、返贫快、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的问

题。因此，建立一种全新的财政资金、金

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有机结合的产业扶贫

新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资产收益型产业扶贫新模式，是以

财政扶贫资金为杠杆，撬动金融资本投

入，引进产业资本经营，形成长期稳定

的收益性资产，将收益性资产的收益权

给予贫困人口享有，最终实现贫困人口

脱贫。

资产收益型产业扶贫模式及优势

资产收益型产业扶贫模式是以扶贫

攻坚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整合

扶贫资金等各类扶贫资源，用整合起来

的部分扶贫资金作为资本金，设立国有

农业投资公司，农投公司的规模要与产

业扶贫项目和贫困人口的规模相匹配。

农投公司充分利用政府扶贫贷款贴息

政策，吸收政策性金融资本，扩大农投

公司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规模。在具体操

作上，农投公司应发挥资本金的杠杆作

用，按照一定比例向政策性银行申请扶

贫贷款，贷款利息由政府产业扶贫基金

予以全额补贴。农投公司根据产业扶贫

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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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贫方式，做到了谁贫困就扶持谁。

河北威县的扶贫实践

河北省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为了

尽快实现脱贫，2015年8月，威县县政

府与全国蛋品生产企业北京德青源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创新产业扶贫

路径，探索由农业龙头企业带动的资产

收益型产业扶贫新模式。威县县政府整

合各级财政扶贫资金2000万元，向发

改委第三批建设专项基金申请15年期

贷款3000万元，合计5000万元设立威

州农业投资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按

照4倍于威州农投资本金的标准，向威

州农投提供为期15年的2亿元政策性贷

款。农发行和专项基金的贷款利息由国

家扶贫资金提供全额贴息。威州农投使

用2.5亿元资金，按照德青源的要求建

成标准化的蛋鸡养殖场，租给德青源用

于蛋鸡养殖、饲料加工、废弃物综合处

理等。资产租赁期限为25年，前15年德

青源每年向农投公司支付固定租金2500

万元（投资总额的10%），后10年德青

源以每年967万元的价格用于资产回

购，租赁期满则所有固定资产归德青源

所有。农投公司每年的收益等于固定租

金与扶贫贷款贴息之和，扣除需要偿还

的银行贷款本息后，剩余的资产收益权

赋予贫困人口享有，从而通过市场化经

营实现了产业扶贫。

河北威县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的

资产收益型产业扶贫新模式有以下几

个优势：

一是高效利用财政扶贫资金。威县

政府整合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扶贫资金

2000万元，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建设专项

基金贷款3000万元，向农发行申请2亿

元的政策性贷款，并获得国家扶贫资金

提供的期限为15年的政策性贷款贴息

共计6420万元。德青源为了运营该扶贫

项目，新增资本金2500万元，新增流动

资金贷款8800万元，两项合计1.13亿

元。因此，在威县这一产业扶贫模式中，

县政府使用2000万元的地方财政扶贫

资金，撬动了3000万元的专项基金、2

亿元的政策性贷款、6420万元的贴息，

再加上德青源投入的本金和贷款1.13亿

元，则2000万元的财政扶贫资金撬动各

类资金4.072亿元，扶贫资金真正起到

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是财政资金获得巨额增值。租赁

期的前15年，威州农投每年取得的收入

包括2500万元的租赁费和贷款贴息428

万元，合计2928万元，每年偿还贷款

本金1533万元（2.3亿元/15年）和利息

428万元，共计1961万元。收入减去支

出后，威州农投每年的收益为967万元。

租赁期的后10年，威州农投每年获得

德青源的资产回购收益967万元。在25

年的租赁期内，威州农投每年获得的净

收益稳定为967万元。威县政府以2000

万元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在25年的

租赁合同期内，每年获得的收益率接近

50%，总的净收益高达2.4175亿元（967

万元×25）。

三是解决就业，精准扶贫。威县政

府筛选了16个贫困村共4398户、16567

人，经排队评议公示审核，最终选择贫

困突出人口4060名；将2000万元财政

扶贫资金虚拟成4060股，1人1股，每

股本金4680元（股本金总额1900万元，

另加100万元的风险补偿金），成立16

个村级经济合作社。每一合作社持有的

股份数量与贫困人口的数量一致，贫困

人口享有收益权，股权归合作社。村经

济合作社将股本金委托给威州农投投资

管理，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威州农投承

诺支付收益。

威州农投将每年取得的全部收益

967万元以现金方式按月分配给贫困人

口。分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分配是给

予16村内拥有收益权的4060名贫困人

口现金分红；第二次分配是对于16村

外无劳动能力的3998名贫困人口现金

补贴。获得扶贫收益的贫困人口共计

8058人，每人每年获扶贫收益1200元。

另外，养殖场在运营过程中，大约可以

为1000名贫困人口提供岗位就业，以每

一就业人口就业抚养2名家庭成员计，

则通过就业途径共实现3000人脱贫。因

此，2000万元的财政扶贫资金每年可帮

助11058人脱贫。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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