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使用。第二，加强项目管理。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分级

负责制，强化项目前期科学立项、中期监督检查和后期项目

验收，探索建立信息化的项目管理和评估系统，动态跟踪、

评价项目实施进度和效果。加强和规范项目评审工作，实行

公开申报、专家评审、竞争立项制度，对企业申报的项目，

要加强资产和经营状况评估，防止资不抵债的企业骗取项

目资金。要全面推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

制，加大项目监督检查和验收考评力度，不断提高项目管理

水平，确保项目建设质量。要加强统计和项目建后监测评价

工作，为不断改进工作提供依据。第三，加强建后工程管护。

农业综合开发的工程设施要明晰产权归属，采取承包、租

赁、拍卖、业主负责、股份合作、建立农民用水者协会等灵

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落实管护主体，健全管护制

度，因地制宜地加强工程管护，确保工程长久发挥效益。
（作者为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  王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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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扶持政策  引导金融资本投入

——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业调研报告

卢贵敏  符金陵  郑丹丹

作
为农业大省，河南近年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扶持

龙头企业，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和农产品生产基地的

发展，对带动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采取多种措施  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既得益于当地丰富的

农产品原料，同时也与当地政府的强有力的扶持分不开。在

积极贯彻扶持政策的同时，在税收、财政和信贷等方面出台

了一系列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和

措施。

一是免征所得税，减轻产业化龙头企业税负。2003-
2005年，税务部门累计对 23家企业免征所得税 1亿多元。

2005年，全省5900户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值税仅占销售收入

的 1%，2006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监控的 110家龙头企业平均

税负仅占销售收入的 0.29%。2003-2005年，还为 12户国

家级龙头企业累计办理免抵退税 7479万元。
二是实施贷款贴息，降低龙头企业融资成本。2001年

起河南省财政每年都安排农业结构调整项目贷款贴息专项

资金，专项用于对符合要求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贴息。还在工

业经济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贴息资金中，安排部分

资金用于农产品深加工项目。2003-2005年，省财政共安

排贴息资金1.1亿元，对125个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农业结构

调整项目和25个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的银行贷款进行了财政

贴息，已累计吸引银行贷款近 23亿元。

三是利用扶贫贷款和财政资金解决龙头企业融资难题。

一方面，把政策性的扶贫贷款主要用于农产品加工企业和

市场流通企业，通过龙头企业辐射和带动农户，提高贫困农

户的收入水平。2003-2005年，全省实际投放财政性扶贫

贷款23.61亿元，财政实际贴息资金 1亿元。另一方面，对

部分龙头企业参股经营，在帮助其融资的同时，提高管理水

平。

各类财政资金和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投入，起到了良好

的示范带动作用，吸引了各类金融机构、工商企业投资农业

产业化经营，如农业银行2003-2005年共扶持农业产业化

经营龙头企业500多家，为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累计发

放贷款 198亿元，其中重点支持优质小麦、畜产品生产加工

基地和龙头企业建设资金达到 120多亿元。

龙头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河南省仍然存在不少因素制约着工商

和金融资本进入农业龙头企业。

一是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目前除农行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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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信用社之外的其他商业银行大都撤出农村，甚至撤销了

县级支行，贷款审批权上收到省级分行，地处农村地区的大

多数龙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新办企业贷款难问题进一

步加重。随着农业发展银行将业务范围扩展到农林牧副渔

业，龙头企业农产品收购资金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由于风险大、利润水平低，缺少抵押物等问题，龙头企业

的固定资产贷款依然非常困难。据对 11家企业的调查，有

6家只有流动资金贷款，没有固定资产贷款。在 11家企业

43.4亿元贷款中，固定资产贷款仅占 21%。尽管各种产业

化贴息解决了贷款利息问题，但却仍然无法保证金融机构

的信贷资金的安全，不能有效解决龙头企业所面临的融资

问题。
二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利润低、风险大。如双汇集团，

2005年销售收入达到201亿元，税收利润只有7.8亿元，利

润率仅为 3.9%。据我们对参与座谈的 11 家龙头企业的调

查，2003年-2005年，11家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分别为 188

亿元、239亿元、308亿元，税收利润分别为7.8亿元、9.5
亿元、11.4亿元，利润率分别只有 4.2%、4.0%、3.7%。
较低的利润水平和较大的动物疫情等风险限制了龙头企业

的发展。

三是银行贷款利率高，农业龙头企业融资成本较高。银

行大都把利率上浮到国家允许的高限，甚至超过国家允许

的最高限，达到基准利率的 1倍以上，2003年-2005年，11

家企业支付贷款利息分别为2.7亿元、3.3亿元和3.6亿元，

分别占到 11 家企业当年税后利润的 34.9% 、34 .3% 和

31.7%。
四是税收与收费政策环境仍然有待改善。部分税收优

惠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部分地方政府和

部门通过各种名目向企业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

负担。此外，由于农民遵守合同的意识比较淡薄，订单农业

往往难以实现，容易给企业造成损失。

政策建议

龙头企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提高，对于

现代农业建设、 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因此，应在贯彻落

实对龙头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龙头

企业贷款贴息的规模，并通过发展信贷担保、农业保险等措

施，切实解决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一）加大贷款贴息规模，扩大贷款贴息政策的享受范

围。目前国家贷款贴息政策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国家级龙头

企业，绝大多数省级龙头企业没有资格享受这项政策。实际

上，省级龙头企业在农产品加工的作用非常重要，更需要国

家贷款贴息政策的扶持，放宽贷款贴息政策的条件，既有利

于龙头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也能更加有效地解决多

数龙头企业所面临的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按河南省平均

每家龙头企业5100万元的贷款规模计算，全国3280家国家

级和省级龙头企业贷款总规模约为 1675亿元，按照 5.5%

的基准利率贴息，贷款贴息总规模需要 92亿元。如果中央

和地方各负担50%（东、中、西部中央和地方负担比例可以

有所区别），中央贷款贴息规模应达到 46亿元左右，用于

对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的贷款贴息，真正解决龙头企业

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二）发展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解决金融资本进入农业

领域的瓶颈问题。贷款贴息尽管可以解决银行贷款的利息

问题，但却无法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而后者恰恰是银行对

多数龙头企业不愿放贷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借鉴东部沿海

发达地区的经验，按照政府扶持，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发展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贷款担保机构，为龙头企业贷款提供

担保，引导金融资本进入农业领域。

一是鼓励以社会资本为主体，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建立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贷款担保涉及环节很多，政府直接

介入，难以控制风险，而由社会资本或者龙头企业出资组建

信贷担保机构，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既可以减轻财政担保

的风险，也有利于担保机构对风险的控制。

二是政府建立专项资金，扶持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发

展。由于农产品加工业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信贷担保

机构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因此，政府应通过出资参股或者

按照担保机构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的担保金额，给予不

同的补助。可以考虑在中央和省级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专项

资金，专门用于对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扶持。

三是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各级财政设立风险补偿金，主

要用于当担保机构提取的风险准备金不足以弥补时，对其

发生的代偿损失给予一定补偿，或用于补充农业信贷担保

机构的风险准备金。
（三）鼓励各地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建立农业风险抗御

体系。发展农业保险，为农户和龙头企业提供风险保障，是

促进社会资本投入农业领域的一个有效措施。

一是鼓励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支持各

地按照政府补贴、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在不同的农产品领

域，进行不同模式的农业保险试点，为全面建立我国农业保

险体系创造条件。在粮食主产区，鼓励当地政府开展主要粮

食品种保险试点；在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鼓励地方政府

对主要畜禽产品开展保险试点。中央财政可以按照试点的

领域和地区差别，给予不同比例的保费补贴。

二是对农业保险给予税收减免支持，鼓励各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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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农业保险风险大，周期长。国家应出台

政策，免除种植业、养殖业保险的经营主体的营业税和所得

税。允许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

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
（四）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改善龙头企业发展环境。

一是扩大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为了公平竞争，建

议扩大现行企业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范围，将“从事种植

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业取得的所得，暂免征企业所

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国家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扩大到

省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二是后移享受优惠政策的环节。一方面，鉴于农产品加

工行业利润水平普遍偏低，应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由粗加

工领域向精深加工延伸，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大

多数龙头企业内部粗加工环节和深加工环节并没有单独核

算，税务部门对于粗加工和深加工也难以划分。因此，建议

国家有关部门将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环节从初加工向深加工

环节延伸，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鼓励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

领域。
（五）提高企业和农民诚信意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农民合同意识淡薄、龙头企业诚信意识较差，是影响农业产

业化利益联结机制发展的主要问题。各地基层政府应主动

参与，在鼓励龙头企业发展原料基地的同时，通过组织和引

导，提高农民遵守合同的意识，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

发展。

一是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鉴于龙头企

业前期投入面临自然风险、农民道德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多

重风险的影响，建议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龙头企业与

农户联合，发展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二是鼓励和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

程度，一方面可以增强农民在与龙头企业谈判中的地位，保

护自身利益，同时也可以督促农民遵守合同，稳定龙头企业

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作者单位：财政部农业司、 金融 司）

责任编辑  王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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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送暖花儿红

江西省赣州市滨江二小位于城郊，近千名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过去每逢开学，许多孩子都为

交不起学杂费而愁眉苦脸，但今年江西省财政厅、教育厅发出了致全省学生家长的公开信，明确学

生的学杂费全免。为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3月 1 日，赣州市滨江二小 186名孩子致信温家宝

总理，托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刘艳琼校长转交。温总理收信后，在百忙之中亲笔回信写道：“春

天到了，鲜花开了，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祝学校越办越好，祝老师们为人师表，祝同学们

茁壮成长”。

绵绵春雨润桃李，殷殷嘱托记心间，总理的殷殷嘱托，在全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它犹如春

风化雨，给赣南老区人民极大的精神动力，全市人民决心以实际行动来回报总理对老区的关心，决

不辜负总理的殷殷嘱托。如今，一股学习贯彻总理回信精神的热潮在赣南大地迅速掀起，促进赣南

老区人民发奋图强，为建设和谐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谢和平  吴惠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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