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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
创新农民增收利益联结机制

进程中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民之间的

利益联结和分配问题。

（一）把主导产业作为资金扶持的

重点。宜宾市把主导产业和产业发展关

键环节作为资金扶持的着力点，有效发

挥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撬动作用、激励作

用、绩效作用。根据市场导向和宜宾本

地优势，确定茶叶、林竹、蚕桑、果蔬、

特色畜牧和特色水产为主导产业和特色

产业。设立“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

专项资金”对六大产业进行扶持，同时

引导工商资本和社会资金聚集农业、农

村，投入到农业主导产业、农业科技的

研发推广和应用中。2013 年，投入到宜

宾六大产业的省市县财政支农资金达

5.5 亿元，撬动社会资金 47.52 亿元，是

□课题组

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在加大财政

投入的同时，创新财政支农方式，构建

以合作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的

新型农业产业体系，形成了“资金共筹、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经

济利益共赢格局，破解了在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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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的 9.6 倍。同时调动企业、合

作社、农民等市场主体主动参与财政支

农资金监管的积极性，构建了业务性监

督、利益主体监督和社会监督“三位一

体”的监管体系，确保了财政支农在使

用程序、补助对象、补助标准、资金使

用绩效上的合法性、合规性，缩小了财

政资金违规使用的空间，从制度上堵住

漏洞。

（二）多渠道扶持，壮大龙头企业。

一是加大财政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市财政设立了“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等，采取贴息贴费、以

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式，重点支持产

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基地建设、产品研

发、科技推广、精深加工、农产品园区

建设等活动，促进其快速发展壮大，增

强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能力。二

是加大金融政策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

度。财政注资成立农业担保公司，为企

业在短期农产品、固定资产投资、技

术改造等方面的贷款需求提供信用担

保，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近两年来，农

业担保公司的在保余额达 5.4 亿元。三

是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激励制度。开展

市级产业化龙头认定并实行滚动管理，

对新认定的市级龙头企业进行以奖代

补，对考核不符合标准的实行淘汰，鼓

励争创省级和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截至 2013 年底，全市龙头企业 398 户，

年销售收人上亿元龙头企业 58 户、10

亿元以上 4 户。

（三）突出增强合作组织的联动功

能。一是市本级设立了新型农村经营主

体培育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合作组织的

基地建设、“三品一标”品牌创建、营销

体系建设、内部管理规范化建设、人才

培训等建设等，旨在提升合作组织的能

力、实力，发挥联结市场和农民的纽带

作用。二是原则上规定财政扶持的涉农

项目的建设、管护工作必须由合作组织

完成。这一政策激发了合作组织的快速

成长，一大批生产类、服务类、土地类、

联合类等合作组织迅速发展起来，把市

场和农民紧密联结在一起，起到了纽带

作用。近年来，全市农业新型经营体系

不断发展和完善，截至 2013 年底，全市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到 2312 个、专业大

户 2.5 万户、家庭农场 184 个、种植大户

600 余户。

（四）建立四种稳定的、可复制的利

益联结模式。

入股返利式，“茶叶加工企业 + 合

作社 + 茶农”的利益联结模式。以翠屏

区金秋茶叶专业合作社为代表，茶农

以现金或确权茶园加入合作社，合作

社统一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解决

茶园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问题。龙头企

业和合作社共同出资建立茶叶初制加

工厂，成为独立企业法人，独立经营，

独立核算。为充分保障茶农利益，对合

作社茶农自筹资金入股部分按年利率

12% 给予固定回报，同时按茶农交售

鲜叶产值的 1% 给予二次返利。通过发

展，形成了以四川茶叶集团为代表的

特色龙头优势产业，带动种茶农户 10

万户增收致富，户均茶叶年收入为 1.2

万元。

订单合作式，“蚕桑龙头企业 + 合

作社 + 农民”的利益联结模式。以珙县

蚕桑产业发展为代表，公司对合作社新

建室外工厂化大蚕棚、自动化上簇设施

等进行补助，形成的资产产权归合作社

所有，建后管护由合作社负责。公司安

排技术人员对合作社进行免费全程技术

指导，蚕农增收任务与技术人员的绩效

工资挂钩。合作社与公司签订蚕茧保底

收购合同，组织蚕农发展产业。连续 5

年来，珙县每年新栽桑 1 万亩以上，增

发蚕种万盒以上，增产鲜茧万担以上，

新增桑园开发利用万亩以上，蚕农增收

5000 万元以上，蚕桑产业走上了“多元

化发展、省力化操作、组织化生产、职

业化水平”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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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保底式，“公司 + 家庭农场（养

殖）”的委托养殖的利益联结模式。以

江安县德康公司为代表，由农户提供

人力、圈舍、部分合作保证金，公司提

供养殖投入品和饲养技术，农户只负

责饲养管理，无资金和市场风险压力，

生猪出栏后公司支付相应的代养报酬。

在 2014 年 生 猪 价 格 下 降 严 重 的 情 况

下，托管模式下的农户收益得到了保

障，而企业利益虽然在生猪养殖环节

出现亏损回收，但因其产业链条从饲

料加工开始，一直延伸到生猪生产、精

深加工等环节，在其他环节的收益上

弥补了生猪环节的亏损。利益联结机

制形成后，该集团将在江安建成 30 万

吨饲料加工厂及年屠宰 50—100 万头

生猪屠宰加工线，为了完善整个产业

链的有序健康发展，与高等院校等共

同建立研发基地，共同打造技术研究

室，这将推动全市生猪产业规模化、规

范化、科学化发展，为萎缩的生猪产业

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

合资兜底式，“企业 + 合作社 + 农

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围绕本市宜宾纸

业和天竹纸业两家工业企业原料基地

需求缺口的实际，把发展工业原料林基

地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重要渠道。

高效原料林基地每亩需投入 800 多元，

单靠农民投入资金难度大。解决办法

是，财政补助 150 元 / 亩的种苗、企业

补助 150 元 / 亩的肥料和物资、剩余的

由农民和专合组织自筹，基地建成后，

产权归农民或专合组织所有，企业实行

最低保护价收购。这种模式形成了工业

化与农业产业化互动的良好格局，把工

业企业资金、专业合组织或农民的资金

吸纳到主导产业上来，产业实现了规模

化发展，农民利益实现了由企业保护价

收购。

（课题组成员：张家园  林乃宏  

梁鹂  罗成章  曾奇  朱熙华  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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