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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投资参股优势  创新财政支农方式

跃升为国家级龙头企业，成为各行业领

头羊、排头兵。财政投资参股，做大做

强了一批龙头企业，奠定了其引领产业

发展的引擎地位，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壮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提升了企业内在品质。在有

效壮大参股企业经济实力的同时，实现

了企业全方位提升。一是科技创新水平

不断提高。各企业发明、专利数量明显

增多，获得国家科技支撑和国家攻关项

目及各项荣誉、称号明显增多。二是企

业品牌建设初见成效。参股后，各企业

品牌意识明显增强，获得了诸如中国驰

名商标、省名牌产品、著名商标及出口

名牌等各类产品品牌。三是产业链条延

伸日臻完善。多数企业从过去单一产品

向系列产品转化，拓展了经营范围、延

伸了产业链条、丰富了产品结构。产业

集群、产业板块初步形成，产业上下游

衔接紧密。四是建立健全了现代管理制

度。参股后，由于国有资本管理的需要，

促使参股企业开始规范自身管理、经营

制度，实现了原来粗放式、家族式管理

向现代企业管理的巨大转变。

（三）实现了社会民生带动。投资参

股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推进

了富民和就业。与参股前相比，投资参

股企业带动农户增收总额增长 6.32 倍，

人 数 增 长 3.19 倍，人 均 增 收 增 长 1.29

倍 ；投资参股企业安排就业人数平均增

长 1.89 倍。

（四）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参股企

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的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一是扩大

了税源、增加了税收。农业是弱势产业，

农业行业中的生产、种养、服务等门类

属于免税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参股企

业都成为了当地的纳税大户，2012 年，

参股企业上缴税收总额达 1.3 亿元，平

均在千万以上，是参股前的近 4 倍。二

是促进了产业布局和产业格局的形成。

财政投资参股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支撑作

用明显。

（五）确保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参

股企业总体累计实现利润 8965.55 万元，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年均 104.39%，国

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 ；2005—2011 年

度，参股企业累计上交利润分红 1966.66

万元，国有资产实现了较好的收益 ；退

出的两家企业，退出参股资金与投入基

本持平。

二、财政投资参股方式优势

分析

财政以投资参股方式支持农业产业

化发展，相比一般的有偿扶持、有无偿

结合以及补助、贴息等传统方式，具有

很多独特的优势。

一是选准企业、集中投入，增强了

财政扶持效力。一般的财政补助、贴息

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投入少、项目

小、分布散、功能弱、效果差”等问题，

选项随便，财政一投了之，有的甚至是

“赔钱赚吆喝”。财政投资参股则明显不

同 ：在企业选择上，注重选择规模大、

□陈军  傅应军  龚传勇  霍妍

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多种方

式，从早期的有偿支持、有无偿结合到

现今的补助、贴息等，对我国农业产业

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

“投向分散，管理僵化，效益有限”等问

题也一直存在。为探索创新财政支持农

业产业化发展新方式，2004 年财政部安

排部分资金，在全国试点实施财政投资

参股项目。财政投资参股项目运行近十

年，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一、财政投资参股效益明显

财政投资参股是指国家财政以股份

形式投入龙头企业，支持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一种方式。以安徽省为例，从 2004

年开始至今，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2.895

亿元，共投资参股 12 个企业、14 个项

目，涉及粮食、棉花、油料、茧丝绸、禽

业、羽绒等产业。2011、2012 年，两家企

业因准备上市需要，分别陆续退出，目

前，投资参股项目涉及 10 家企业 12 个

项目，参股资金 2.445 亿元。十年来，取

得了明显成效 ：

（一）做大做强了一批龙头企业。财

政参股后，投资参股企业的规模成倍增

长，资产总额平均增长 4.53 倍，固定资

产总额投入平均增长 1.79 倍，净资产总

额平均增长 1.26 倍，销售收入平均增

长 1.80 倍。2012 年，参股企业销售收入

均超亿元，总计达 52.6 亿元。通过财政

投资参股，有 3 家公司由省级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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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在全国有一

定影响的较大型企业，并十分注意选项

与选人（企业家）的结合。此外，财政投

资参股注重集中投入。以安徽省为例，

十年来财政投资参股总投入近 3 亿元，

平均每个企业投入财政资金 2500 多万

元，是一般的财政补助、贴息的十多倍

甚至几十倍，对做大做强一批牵动型的

龙头企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既扶持、也管理，实现了企业

全方位提升。一般性的财政补助、贴息

方式只需要督促企业完成建设任务、拨

付项目资金，后续的跟踪、管理、服务

不紧密。财政参股项目不同，财政部门

作为股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紧密

挂钩，财政跟踪、管理、支持、服务连续

不断。

三是只参股、不控股，激活了市场

主体的内在活力和动力。一般的财政补

助、贴息项目，除了体量小，还有规定

的建设内容和资金用途，局限于简单的

固定资产投入，比较机械，局限性较大，

有的甚至造成产能过剩、结构滞胀。而

投资参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参股、不

控股、不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财政

参股资金干什么、怎么干，基本由企业

说了算，有利于培育市场主体。财政投

资参股较好地摆正了财政扶持与市场对

接的关系，企业利用财政扶持的机遇，

一心一意搞经营，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市

场主体的作用，有效激发了企业自身发

展的内生动力。

四是既保值、还分红，确保了财政

资金的有效性、安全性。现有的财政补

助、贴息是无偿投入，直接分配财政收

入，难以体现公平。由于使用管理的环

节较多，投出之后的效益回报难以考

量 ；过去的有偿扶持，又常常出现还款

难现象，影响财政资金的安全性 ；同时，

每年的企业选择、项目审批、资金拨

付，还涉及到干部的安全性。财政投资

参股是以股份的形式进入企业，运行十

年来，不仅原有投入仍在，还按股分红，

增加了财政资金的收益。退出是以挂牌

转让的方式，又可继续扶持新的企业。

因此，财政投资参股较传统的财政支农

方式，既提高了资金效益，又化解了偿

债和廉政风险。

五是方式科学，更加符合公共财政

要求。过去的有偿扶持、有无偿结合，

已经被历史淘汰，现在常规意义上的财

政补助、贴息，也越来越不适应形势要

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农

产品的补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

制，国际上经常针对出口农产品进行

“反补贴”调查。财政投资参股是一种新

的财政支农创新举措，符合 WTO 架构

下的政策和法律，符合国际上支持农业

的通行惯例，也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

发展前景广阔。

三、思考建议

通过对财政投资参股的分析，笔者

从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的角度出发，对进

一步推动财政支农方式的改革创新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制度，强化监管。组织力

量对财政投资参股企业、参股资产管理

运营机构开展制度研究，进一步完善相

关制度，构建退出机制 ；把财政参股项

目作为财政支农的一项重要工作，进一

步加大投入，厘清职责划分，明确分工

任务，强化委托管理 ；严格考核，加大

对中介审计结果的考核，开展后评估，

对违规事务所加大处罚力度，以保障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效益优先，建立选项新机制。

从财政投资参股经验来看，选准企业是

财政资金投入是否有效的前提和基础。

选企业要坚持效益优先，从过去、现在、

未来及市场的角度，加强前期工作、优

化立项条件、建立竞争机制、完善评审

制度。要通过备选制度和机制的不断完

善，为确保财政扶持资金的有效性创造

条件。

（三）整合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

目前“资金规模小，项目种类多”、“管

理渠道多，资金投向散”的现状，难以

体现国家财政支持的目标取向。通过整

合资金，集中用力，重点支持经营规模

大、科技含量高、管理水平好、带动能

力强、发展后劲足的企业 ；同时，突出

扶持产业集群发展，通过财政支持引导

同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一体化联合

与合作，打造一批产业“航空母舰”。

（四）跟踪问效，强化服务全过程。

要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支持农

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定位和职责。进一步

强化对扶持企业的全过程服务，指导龙

头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理清发展思路，落

实发展措施，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

连续扶持，确保财政支持切实发挥实效。

（五）机动灵活，减少干预增活力。

注重把财政支持从单纯的资金支持转

向通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来。在内容

上，重点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在形式上，根据企业发

展的需要，由企业自主使用财政扶持资

金 ；在管理上，积极探索 “委托资产管

理运营机构”的管理模式，激发市场主

体创造活力，实现扶持培育和激发市场

主体的创造活力紧密挂钩，以发挥财政

资金最大效用。

（六）解放思想，创新扶持新方式。

目前，财政部设立了种业基金，按照投

资参股方式支持全国农业种业发展。建

议延伸、覆盖各省，建立子基金，采取

国家投入一部分，地方安排一部分，存

量资金整合一部分，相关金融、担保、

大型企业募集一部分，多方筹集，做大

基金，探索以基金等形式创新财政支持

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方式，建立财政支农

的良性循环机制。

（作者单位：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惠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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