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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
探索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机制

予财政奖补。具体办法是：村级自愿筹

资筹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财政按村社

投入资金的一半给予奖补。只要村社一

事一议项目自筹资金达到80%，并打入

政府指定账户，政府确认筹资筹劳到位

后，方允计项目开工。一旦开工，财政

就分次或一次性将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这种方式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2011

年达州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投入4亿元，粘合资金16亿元

用于农村道路、水利、环卫、绿化等生

产生活设施改善和建 设，资金效益放

大四倍，办成了老百姓多年想办而办不

成的事。

二、政策性特色农业保险财

政奖补

政策性特色农业保险财政奖补指

为了调动农民种养殖业的积极性，确保

国家粮食肉类食品安全自给，政府对特

色农业诸如水稻、玉米、油菜、马铃薯、

森林、育肥猪、奶牛、森林等品种鼓励

农民自愿保险，财政给予保费补贴。一

般情况下，财政补贴保费的70%—80%，

农民自负20%—30%。根据这几年的情

况，特色农业保险财政奖补使财政资金

的粘合和保全值达到了1：4。2011年达

州市政策性特色农业保险已开办水稻、

玉米、油菜、马铃薯、森林、育肥猪、能

繁母猪、奶牛8个品种，总承保数量约

达740万亩（头），总保险金额为28.92

亿元，保费规模达到1.1亿元，同比增长

70.51%，列全省第七位。政策性农险共

支付赔款5458.20万元，支付农险开办

经费1650万元，预提种植业保险续保无

赔款优待金1300万元。全市财政以7000

万的奖补资金，粘合和保全了29亿元的

农业产值，使农民、保险公司和政府三

方都受益，实属典型的财政“四两拨千

斤”作用机制。

三、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

增量奖励

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

政策是财政金融工具配合互动的典型方

式，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最为明显，对金

融机构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

显激励效应。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

奖励对象是县辖内法人金融机构（农信

社、村镇银行等银行类地方金融机构）

和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

（不含农发行）在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

（网点）“农户农林牧渔业贷款”、“农户

消费和其他生产经营贷款”、“农村企业

及各类组织农林牧渔业贷款”和“农村

企业及各类组织支农贷款”等4类贷款

季平均余额超过15%增幅的部分，财政

奖励比例为2%。奖励资金的分担比例是

中央财政70%，省财政10.5%，市县财政

19.5%。2011年财政对达州县域金融机

构奖励资金5900万元，撬动了27亿元

的涉农信贷增量，资金效应达到 46 倍。

四、财政贴息支持经济社会

事业发展

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由直接

投入改为引导和调节后，财政贴息成了

财政支持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运用得最多

的一种手段。财政贴息可以减少个人和

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确保银行按时收

取利息并降低收息成本；引导银行增加

对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的信贷扶持，有

口王洪波

达州是四川省人口大市，资源富

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建

设幸福达州”的战略目标，“追赶跨越、

加快发展”已成为共识。2012年全市推

进120项重点项目，总投资1420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300亿元，主要涉及重大

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重大民生和社会

事业项目。这么庞大的一个发展投资计

划对政府各个经济职能部门都是一个不

小的压力，财政部门在资金筹集和监管

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建立“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机制是必然选择。

探索建立一个“四两拨千斤”作用

机制，就是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和放

大作用，改变过去就财政论财政，紧盯

预算盘子内的那点钱不放的做法，通

过财政政策和职能的创新，利用财政贴

息、奖补、税费优惠、资金整合等手段，

把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民间资本乃至

国际资本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资金规

模集成优势，集中财力办那些该办而单

个力量又无力办的大事。

一、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

达州市是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总

人口的80%，高达540 万人，要改善这

么庞大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政府财力

根本无法办到。针对这种情况，达州财

政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实行村级公益

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对以

农民民主议事为前提，以农民自愿筹资

筹劳为基础的农田水利、村容村貌等村

级公益事业，通过民办公助的方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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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促进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根据测

算，财政贴息的资金放大效应一般可以

达到10 倍。2011年，财政支付贴息资金

1100万元，带动信贷资金2.85亿元，资

金放大率达到了20倍。当前企业资金短

缺问题突出，正是财政政策发力的好时

机，要充分利用财政贴息打开大局面。

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央财政对于西部地

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和自主创新能力强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开发区，给予重点财政贴息支

持。因此，达州财政部门要综合应用贴

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积极创新绿

色金融、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支持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升产品的质量和

档次。如积极争取把达州市天然气能源

化工园区纳入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支持，

以增强融资能力，节约筹资成本。

五、整合各类发展资金发挥

倍增效应

财政每年都安排一定的工业发展

资金、商业发展资金、农业发展资金和

金融发展资金，多则两三千万，少则几

百万。这些资金的分散使用难以推动更

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但如果把各种

发展资金整合起来，确保总量达到5000

万至1个亿左右，然后通过公开招标委

托金融机构管理这笔专项资金，由企业

免息使用，而投标银行则需要配套提供

更大额度的商业贷款，用于支持本市急

需资金的企业和政府性工程项目，总额

度必须达到20—50亿元。对中标银行来

说，受托管理这笔专项资金，一是增加

存款；二是可利用这笔资金获得丰厚的

回报。2011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共筹

集到位各类建设资金31.36亿元，为促

进全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财力保障。2012年达州一项重要建设任

务就是创建全省非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示

范区，为了完成资金筹措任务，达州市

财政局编制资金筹措实施方案，制定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截至目前全市财政共

整合筹措资金34亿元，有力地保障了非

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示范区建设需要。 

六、继续加大种粮农民四项

补贴

从 2004 年起，达州财政开始给予

种粮农民包括粮食直补和良种、农机具

购置及农资综合等“四项补贴”。2012年

已确定的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达47471

万元，惠及农户139万户，惠及人口504

万人。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5

类农作物首次实行良种补贴全覆盖，补

贴资金总量达到 8000万元以上；能繁

母猪补贴2800万元，大大巩固了生猪养

殖基地地位；农机具购置补助1100万

元，农民购置先进农机的热情高涨，农

业效能大提高。通过财政补贴杠杆，引

导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进生产方

式，发展高效农业，实现增产增效。这

其中带来的增收额远远大于补贴资金

本身，财政资金的补贴效应放大了5—6

倍，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七、“银保财互动”改革试点

“银保财互动”改革是由财政牵头

居中，通过奖补吸附政策，引入金融机

构和保险机构的一种共赢合作机制。达

州属于灾害频发地区，三农产业风险机

率高，一旦发生风险，农民不堪承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损有余补不足

的原则，财政把保险机构引入开展政策

性农业种养殖业保险，免除农民不可抗

力的风险损失。财政再按政策性农业保

险保费的70%—80%给予保费补贴，农

民自己只缴纳20%—30%的保费。农民

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后，可以以保险金

额为限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财政再按

小额贷款贴息规定给予贴息。如遇风

险，农民还不了贷款，由保险理赔款直

接偿付银行贷款。试点过程中，达县财

政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公司达县

支公司、达县农村信用联社等合作开展

“银保财互动”，其中，达县农发行、达

县农行合作已累计分别投放政策性农业

保险涉农贷款3862万元，同时解决了部

分种养户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周转资金

不足的问题。如：达县以四川天王牧业

有限公司为龙头，以万头猪场为基地带

动周边1000多规模养殖户。部分养殖户

遇到资金困难时，引导农民和农村企业

积极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并通过公司

担保、银行介入、财政贴息的方式解决

他们的经营风险和融资难题。因为有了

农业政策性保险政策，银行少了后顾之

忧，增大了对养殖户的贷款发放，实现

了公司、农户共同成长壮大。2011年达

县财政拨付县农行、县信用联社涉农贷

款奖励270万元，拨付人保财险公司保

费补助2500万元，粘合和保全了5.78亿

元的农业产值，政策性农险共支付赔款

1153.67万元，提种植业保险续保无赔款

优待金545万余元，“银保财互动”改革

试点使财政资金的粘合和保全值达到了

1：23，使农民、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和

政府四方受益。 

八、建立中小企业直接债务

融资发展基金推动直接债务融资

为了解决辖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达州财政积极作为，挤出资金5000

万元，建立达州市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

资发展基金，该基金可放大1—20倍，

专门为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提供增信

和风险缓释措施。目前，通过人民银行、

财政、金融办等门部的协作努力，中债

增公司已同意为达州市四家公司核定

发债额度37100万元。其中：达运集团

7000万元、玖源化工18000万元、一新

投资9600万元，天盟塑料2500万元，使

得达州直接债务融资取得零突破。

（作者单位：四川省达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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