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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财政投资参股经营机制
王祺扬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投资参股经

营，是指国家财政资金以参股形式投

入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的

扶持方式。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政府对农业支持方式的机制

创新，有效发挥了公共财政的发展职

能，支持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

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

整以及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在发

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财

政投资参股经营的综合效应，应当

坚持以资本投入为动力、以资本运营

为纽带和以资本监管为手段，着力建

立健全财政投资参股经营机制。

以资本投入为动力 增强参股

企业经营实力和带动能力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连接市

场、基地与农户的重要载体，对促进

农业产业升级、增加就业机会、提高

农民收入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农

业综合开发在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

方面，应当将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作为重点，以财政投资参股为主

体，以产业化项目、技改资助、出口

奖励、贷款贴息等方式为配套，形成

集中投入、整合投入、连续投入和有

偿投入的格局，通过扶持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政策目标。尽管绝大多数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是个体私营经济或混合

所有制企业，但是财政部门要按照公

共财政的要求毫不动摇地鼓励、支

持、引导其发展，在财税政策上对其

与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

湖北省自 2004 年作为全国首批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投资参股经营试

点省份以来，到 2007年已有 14 家产

业化龙头企业被纳入农业综合开发

财政投资参股经营扶植范围，中央

和省级财政参股资金达 2.15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参股资金 1.43亿元，

省级财政参股资金 7150万元。财政

参股有效地壮大了企业经营和发展

实力，增强了参股企业对“三农”的

带动和辐射能力。据统计，2007年，

湖北省 14家财政投资参股企业实现

销售收入 25.21亿元，提供税收 1.74

亿元，实现利润 1.21亿元，直接带动

农民增加收入 11.73亿元，吸纳就业

5.96万人。湖北福娃集团福娃食品有

限公司在财政投资参股经营后，新增

土地 64680平方米、新增厂房12000

平方米、新增风味鱼制品生产线1条、

营养粥设备 1套，这些项目的实施使

企业规模扩大、实力增强。公司按照

参股经营的政策要求，积极建立原

料基地，发展订单农业，形成了“公

司+ 基地 +科技+农户”的产业化经

营模式，与监利县23 个乡镇签订了

80万亩优质水稻订单合同，建立了2

万亩有机稻生产基地，实行标准化

生产，农户从订单中得到实惠，企业

靠订单建立了稳固的原料基地。企业

还运用北京 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与

“福娃”品牌的天缘巧合，整合打造

优势品牌战略资源，已形成一个大规

模、多品牌的现代化食品加工龙头企

业。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 1.27亿元，

实现净利润 550万元。

以资本运营为纽带 推动参股

企业制度与管理创新

目前，财政投资参股的农业产

业化企业很大一部分是民营家族式

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

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在管理理念和

管理方式方面也存在一定缺陷，这

是财政投资参股必须妥善解决的问

题。按照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投

资参股经营的政策规定，各参股经

营企业的财政资金出资人的权责统

一由省级农发投资公司受托履行。
这样，在财政（ 农发办）与参股企业

之间形成一个中介层次（投资公司），

从制度安排上体现产权清晰、政企

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要求。
农发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营运主

体，通过引导参股企业进行规范的

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实行激励与约

束有机结合的企业分配制度，构筑

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混合所有

制治理结构，帮助参股企业摆脱狭

隘的“家庭式”、“小农式”、“私有式”

管理的窠臼，树立现代企业管理理

念，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用现

代企业管理技术，从而推动参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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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制度与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

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
现代企业产权理论告诉我们，

人力资本分享企业产权的制度是人

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合作博弈，也是

增加企业经济剩余、创造企业核心竞

争力之源。因此，财政投资参股农业

产业化企业，不应只关注物质资本的

经营，还要重视人力资本的运营，引

导企业通过建立人力资本分享企业

利润制度，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积

极性和创造力。湖北省在财政投资

参股农业产业化企业中推行“按基本

劳动分配、按两类资本分配（物质资

本和人力资本）和按特殊贡献分配”

的“三位一体”分配制度，正是吸收了

现代企业产权理论的合理内核，从

企业产权制度及分配制度入手构建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为

规范企业管理、增强企业能力提供了

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有效地提升了

参股企业的效率与价值。襄大农牧

有限公司实行财政投资参股经营后，

通过实施“三位一体”分配制度，构

建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调动了人力

资源团队创造经济增加值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2007年公司实现

产品销售收入 2.86 亿元，比上年增

长了40% ；利润总额 1662万元，比

上年增长了29%。

以资本监管为手段 促进参股

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参股农

业产业化企业以后，相当份额的国有

股进入原私营企业，财政、国资等部

门将依法对参股企业的国有资本实

施监管，但如果操作不当极有可能造

成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扭曲私有私

营灵敏机制，甚至引起公私矛盾。因

此，在财政投资参股农业产业化企

业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企职

责关系、国有资本监管与企业自主经

营的关系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

企业发展壮大的关系，完善国有资本

监管机制，促进参股企业又好又快发

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一是坚持参股经营原则。国家对

财政投资参股经营的原则作出明确

的界定，即：“只参股、不控股；自愿

申报、平等竞争、择优扶持；谁投资、

谁所有，谁受益、谁承担风险；政企

分开、委托监管、授权运营；规范操

作、稳步推进、适时退出”。“只参股、

不控股”，是为了避免改变企业的性

质，保持民营企业高效灵活的经营机

制；“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承

担风险”，是基本的产权制度和企业

制度，财政参股同股同权同利是题中

之义 ；“委托监管、授权运营”，是为

了维护国有产权的合法权益，落实国

有资产出资人的权责，在政企之间架

构资产运营机构中间桥梁和纽带，有

效实现国有股权市场化运作和保值

增值；“稳步推进、适时退出”，是为

了实现农业综合开发“自我积累、滚

动开发”的目的，在参股企业发展壮

大时，国家股适时退出，收回资金投

入新的开发项目。
二是正确履行监管职能。按照政

府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与资产所有

者职能分开、政企职责分开和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权责

明确的财政投资参股企业监管和经

营机制。财政部门主要履行社会经济

管理者职能，制定和监督实施投资

参股政策制度，建立完善国有资本金

保值增值等指标体系，对资产运营机

构进行考核和监管，而不直接干预参

股企业；农发投资公司等资产运营

机构应主要承担国有资产出资人的

职责，以“老板”而非“婆婆”的身份

成为参股企业的股东之一，按照股权

大小对企业重大生产经营决策、选

择经营者和利润分配等行使表决权，

并依据国家相关制度规定向参股企

业委派国有股权代表或国有资产运

营监事，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运营和

保值增值；参股企业作为国有资产

经营者，享有充分的法人财产权和自

主经营权，建立董事会、监事会、总

经理等严明有效的治理结构和利润

分配等科学规范的内控制度，实现包

括国有股东在内的企业全体股东价

值最大化以及企业、农民和国家“三

赢”目标，促进财政投资参股经营和

参股经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为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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