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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扎实推进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财政厅

近年来，在财政部的正确领导和

大力支持下，山东各级财政把农业信

贷担保作为创新财政支农机制、破解

农业融资难题的有力抓手，积极推动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有序快速健

康发展，有效增加了农业农村金融供

给，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源

头活水”。

夯实制度基石，构建农业信贷担保

的“四梁八柱”

坚持“打基础、管长远”，把建章

立制作为推动全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全方位扎牢制度篱笆，搭建起

农业信贷担保的制度框架。

（一）建立健全农担管理机制。联合省农业农村厅、

省金融办等 4 部门成立山东省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指导

委员会，指导推动工作开展，形成推进合力。印发《关

于做好山东省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围绕健

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司财务管理、落实财政

奖补政策等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办法，为担保业务顺利

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制定业务绩效、经营绩效“双考

核”办法，规范和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山东农担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

（二）确保省级农担公司的独立性。经省政府批复，

山东农担公司为省管一级企业，由山东省财政厅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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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出资人责任。省财政坚持“到位不越位、有所为有

所不为”，确保山东农担公司法人、业务、财务、考核、

管理“五独立”，推动实现全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紧密

可控、专注经营。省市县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助推山东

农担基层服务网络建设，通过协调办公场所、解决开

办经费、派驻人员开展前期工作等措施，从人力、财力、

物力等各方面帮助山东农担公司尽快设立分支机构，

确保农业信贷担保政策一贯到底、落地生根。截至目

前，山东农担公司在全省 15 个市（不含青岛）设立了市

级管理中心，143 个县（市、区）设立了办事处，建立了

覆盖全省的服务网络。

（三）建立政银担合作机制。指导山东农担公司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责任共担、风险共管”的原

桓台县 90 后返乡创业大学生。曹洪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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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建立政银担合作机制，对政策性担保风险，由山

东农担公司、当地政府、合作银行按照 6：2：2 的比例

进行分担，着力解决农业高风险与金融机构低风险容

忍度之间的矛盾，切实增强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山东农担公司突破传统银担合

作模式，再造担保流程，从银担双方各自尽调、各自

审查，调整为分工协作、互信互通，农担负责前期产

业调研、目标客户群锁定、担保方案开发设计，合作

银行负责对目标客户开展尽调和审查审批，再由农担

把好风险审查的最后关口，改“串联”为“并联”，极大

提高了服务效率。

加强政策集成，擦亮山东农担的“金字招牌”

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政策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山

东农业农村发展需要，相继出台了一揽子扶持政策，

打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组合拳”，撬动更多金融活

水支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一）坚持优惠有“力度”，不断拓展政策受益面。

出台担保费补助、业务考核综合奖补、贷款贴息等扶持

政策，对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业务综合补助比例约为

5.7%。在补助资金用途上，允许山东农担公司将 50%

的担保费补助用于补充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将

业务考核综合奖补资金统筹用于建立系统性风险资金

池、经营风险补助、转增资本金、分支机构奖励补助等

支出。在各项财政政策综合作用下，全省政策性农业

信贷担保业务规模迅速增长，截至今年 4 月底，累计为

10.8 万户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担保贷款 536 亿元，其中，

在保 8.7 万户、424 亿元，当年新增 3.2 万户、210 亿元。

大部分业务实现基准利率放款，项目平均贷款利率

4.99%，财政贴息贴费后的平均综合融资成本为 2.1%。

（二）坚持政策有“温度”，架起财政支农连心桥。

将农业信贷担保作为支持“三农”应对灾情的有效手

段，除中央财政明确的“双控”业务外，在特定时期或

特定区域内，将部分特殊业务纳入政策性农业信贷担

保范围，相关奖补资金全部由省财政承担，帮助受灾

群众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围绕台风灾后重建，支持山

东农担公司免费为“温比亚”“利奇马”灾区农户修复

重建灾毁房屋以及蔬菜大棚、种植养殖等农牧渔业生

产设施贷款提供担保，对金融机构按不高于基准利率

发放的相应贷款给予贴息，并根据受灾群众实际需要，

将贷款额小于 10 万元的业务纳入财政贴息和担保补助

范围。围绕战疫情保生产，支持山东农担公司对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新增担保业务减半收取担保费、贴息率

提高 1 个百分点，即按照 2.5% 或 2.25% 给予担保费补

助、按照 3.175% 给予贷款贴息，切实帮助农业经营主

体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持续经营，为疫情期间农产品

稳产保供发挥了有效作用。

（三）坚持业务有“精准度”，突出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牢牢把握农业信贷担保专注服务农业和

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政策定位，督促山东农担公司严

格执行“双控”规定，确保农业信贷担保贴农、为农、

不脱农。扛牢产粮大省和生猪调出大省责任，支持山

东农担公司专门开发“农耕贷”“生猪贷”等产品，积极

为粮食生产和生猪养殖主体提供更加优惠高效的担保

服务。将 300 万元—1000 万元之间的生猪担保项目，纳

入“双控”考核范围落实各类奖补政策。目前，全省粮

食生产和生猪稳产保供类担保项目占比达 52%，做到

了重点突出、服务有力。

强化考核约束，筑牢严控风险的“铜墙铁壁”

始终把风险防控放在全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

的突出位置，将风险防控要求嵌入到对山东农担公司

的各项考核中，并作为日常管理、情况调度的重点内

容，严守农业信贷担保风险防控底线。

（一）制度上防患未然。要求山东农担公司树牢风

险意识，建立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

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从制度

层面消除风险防控的“盲区”。具体操作中，要求山东

农担公司在当年代偿率超过 5% 时，主动采取有效措施

控制风险 ；当年代偿率超过 8% 时（不含系统性风险），

暂停新增担保业务并进行整改 ；如代偿率超过 8% 或

出现其他重大担保风险，对当年业务绩效考核实行“一

票否决”。截至 4 月底，山东农担公司累计解保项目 2.1

万个、112.44 亿元，代偿项目 74 个、2317.89 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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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代偿率为 0.21%。

（二）考核上明确导向。自 2018 年起，将绩效考核

作为兑现奖补政策的主要依据，由省财政厅、省农业

农村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根据职责分工，对山东农

担公司年度业务开展情况进行评价打分，主要关注可

持续发展、政策性业务、风险控制、日常管理等四类指

标。其中，风险控制指标占 30%，重点考核担保业务代

偿率、担保准备金提取比例、内部风险控制等情况 ；

日常管理指标占 10%，重点考核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代偿风险统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月度财务快报

等报送情况，体现出对风险防控的严格要求。

（三）管理上健全体系。通过政策限定和督促指

导，引导山东农担公司建立了保前、保中、保后三个阶

段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保前阶段，对产业集群、产

业链深入调研，多维度筛选目标客户群。保中阶段，采

取“大数据 + 人工”模式进行筛查和过滤，有效识别风

险。保后阶段，通过大数据和精准人工调查，动态掌握

客户经营情况，及时预警和防范风险。截至目前，在审

查审批环节，山东农担公司累计否决和退回瑕疵项目

1.02 万个，涉及金额 87.66 亿元。

坚持创新驱动，探索快速发展的“智能模式”

支持山东农担公司借助大数据、物联网进行数据

批量采集与应用，打通金融场景与乡村场景的链接，

实现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满足更多农户的担保需求。

（一）数字科技手段提速。依托鲁担数科公司，开

发“预审系统”“画像系统”“鲁担惠农云”等大数据工

具，实现了批量获客、业务办理、保后管理的标准化、

线上化和数字化，为山东农担公司迅速提高业务规模

提供了技术支持。公司年度人均完成担保额 1.8 亿元、

项目 408 个。

（二）场景金融效果凸显。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以

及各大电商平台采集生成可信数据，再由鲁担数科公

司对来自生产一线的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和应用，为

农业信贷担保产品开发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支撑，有

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敢贷、不敢担问题，提

升了农担信用管理、风险管控能力。

（三）业务审批流程高效。通过支持数字供应链增

信平台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农担业务审批效率。目前，

山东农担公司对 50 万元以下项目当天即可完成审批，

100 万元以下的产业集群、产业链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

2—3 天，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 5—7 天，

农户贷款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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