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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poverty areas is an effective way of realizing the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peasants' income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hysteresis is one of the causes of

backwar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By analyzing the three classic financial cases of

potato industry in Dingxi city of Gansu Province, it was found that financial support modes and process innovation have

reduced the credit risk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novated the long-term cooperation between finance capital and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helped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realized the

achievements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asants' income increase. Based on the results, coping strategies

are mad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s for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district, creating the cooperative support

system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novating the business model, improving integrated services

ability and building the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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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贫困地区特色农业产业是实现区域内农民全面小康和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金融支持滞后是导致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通过研究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发展的3个经典金融支持案例发现，金融支

持模式和流程创新降低了信用风险和交易成本，创新了金融资金和特色农业产业长期合作的机制，取得金融支持有

效帮助区域内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效果。未来应该通过优化特色农业产业区的金

融生态环境、政府牵头与金融机构合作的立体支持体系、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金融机构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和有

效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等措施提高金融支持农业特色产业的效率。

关键词：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金融支持；案例启示；政策建议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贫困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的

有效途径之一是做大、做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提

高特色产业在当地农业产业中的占比。在特色农业

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要素投入、产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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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体化、产业布局、风险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农业发展自身

存在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及单个农户与金融

机构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金融需求与供

给之间的不匹配，金融支持表现出“不积极”现象，

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如何提高金融机构在

支持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通过金融

创新提高支持农业特色产业的力度和范围，满足农

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金融支持是非常必要的，完

善金融支持的制度保障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效率的重

要基础。Davis和Goldberg [1]指出，建立完善的投融

资机制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效率的主要途径之一。舒

尔茨[2]认为，在落后国家中需要对传统农业进行改

造，发展现代农业，通过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等政

策提高农业产业金融支持的效率。Fei和Ranis[3]指

出，农业产业化能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销

的协调发展，解决剩余劳动力，实现农业产业化需

要相应的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Klose和Outlaw[4]以

及Briggeman等[5]都认为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资金获

取和融资模式是产业化道路的制约因素，故构建金

融支持体系是非常必要的。邓俊锋等[6]结合农业产

业发展实际，从中国农村金融结构和资金来源保障

方面阐释了金融支持的必要性。刘希宋等[7]认为农

业企业、农户等主体对融资的特殊性需求和制度安

排是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必要性的主要表现。罗富

民和朱建军[8]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对金融支持农业产

业化发展的必要性做出了理论解释。

其次，还有学者探讨了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金融约束问题。例如，廖东声和何琳 [9]认为，

正规金融管理机制的错位、风险管理水平的认知水

平、融资结构以及非正规金融的地位问题等因素导

致了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金融约束。张红伟和李

太后[10]指出政府的干预过度、金融机构自身发展原

因均导致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抑制。范天森[11]从农村

金融体系和二元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了农业产业化金

融支持的约束因素。此外，国内外学者在金融支持

农业产业化模式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定

成果。譬如，帕特里克[12]在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

家的农村地区应选择“供给领先”模式，以实现农村

金融体系对农村地区的有效金融供给，推动农业经

济的发展。Drabenstott和Meeker [13]分析了资本在农

业经济中的作用，指出美国通过发展社区银行和农

村股票市场有效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屈魁 [14]

探讨了与农产品流通市场相一致的金融支持模式。

曹平辉[15]提出了“地方政府 + 金融机构 + 信用互助

组织 + 农业保险 + 财政补贴”新模式支持农业特色

产业。陈建新[16]则认为，最佳选择是在完善的市场

条件下，使农户可通过抵押土地的形式获得信贷资

金。孙运锋[17]提出了建立农业保险、农业信贷、直

接融资等相互支持、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生态链来

促进县域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高连水[18]认为要做

好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首先要具备“大

金融”的政策思维，还要具备“整体性”的政策视

野，将农业产业化链条上各个关键结点看成一个有

机整体，协调推进金融服务，同时需要地方政府的

合理介入和全面支持。最后，近年来，剡谨[19]以及

贾明霞[20]结合马铃薯产区的实际金融支持情况给出

了具体的金融支持建议。

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梳理，大多数的研究成果

认为特色农业产业化需要金融支持，在特色农业产

业化的过程中出现金融约束问题，提出了更多的金

融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化多元建设的途径，但是分析

缺乏更为深入和具体的剖析与论证。现有文献对于

金融支持过程中的资金供给、金融支持的路径做出

很多研究，却忽视了农村的有效金融需求才是金融

支持的反向重要拉动力。现有文献着重研究宏观层

面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对策，较少有学者结合落

后地区具体特色产业开展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以

甘肃省委省政府对于加快农村特色产业快速发展的

相关政策为基础，对金融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开

展理论分析，结合定西马铃薯产业金融支持过程的

具体案例，对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做进一步思考，引

申出西部落后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绩效最优的金融

支持路径和建议。

1 金融支持特色农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首先，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自身属性决定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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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支持的必要性。特色农业不仅是改善西部贫困

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也是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与发达国家

和国内其他特色农业发展较好的区域相比，西部

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空间和可挖掘的潜力巨大，可

为西部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

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十分积极的战略意义。

在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内涵式发展向

外延式发展的过程，使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

业务合作增加，对特色农业产业金融服务的需求

越来越大，特色农业发展的壮大，离不开大量的

资金支持。此外，特色农业的新品种培育及改

良、新产品研发和营销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

撑。西部地区特色农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

还面临诸如商品化进程慢、规模化小、市场化程

度低，产业链不完整，资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

狭窄等困难，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K，L，M，A），农业的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投入

农业的资本（K）、劳动力（L）、土地（M）和农业技术

（A）4 种生产要素，而资本是这些生产要素的核

心，因为劳动力、土地和农业技术的获得都离不

开资本的支持，增加资金投入是解决上述问题的

关键。金融支持的主体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

市场，客体是农业产业化企业。罗富民和朱建军[8]

指出农业产业发展金融支持的作用机制就是银行

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

某种金融工具，把拥有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

后，为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种资金支

持，进而推动整个农业产业效益的提高、规模的

扩大和结构的优化。另外，在贫困地区一部分特

色农产品加工企业运作模式陈旧，由于融资渠道

的狭窄造成硬件更新缓慢，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要求。特色农业企业的发展直接决定着特色农

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这客观上需要获

得金融支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硬件，加大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的金融扶持力度和加快特色农业产

业化进程。

其次，政府引导金融资本支持农业发展是世

界各国发展农业产业的主要途径。华东 [21]研究认

为，政府的扶持是金融支农发展的最有力支撑。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为金融支持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提供了机会。比如，2014年国务院将继续

加大对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政策扶持力度，着力将

示范区打造成为特色农业发展的试验田，将协调

加大对特色农业示范区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特

色农业示范区健全农业融资服务体系，力争国家

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加大对特色农业示

范区建设的贷款规模；国务院还出台了发展新型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策，鼓励在管理民主、运行

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

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选择部分地区进行

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丰富农村地区金

融机构类型。同时还出台了特色农业保险支持政

策，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有

条件的地方提供保费补贴，中央财政通过以奖代

补等方式予以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与农业部签署

《共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合作协议》及《开发性金融

支持我国农业国际合作协议》。通过这次务实合

作，进一步加大开发性金融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

持力度，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现代农业融资服务

模式。甘肃省省委省政府也通过扶持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小康的目

标，在取得一定成果基础上又先后出台实施“联村

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以及“1236”扶贫攻坚行动和

“1+17”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方案，在各项行动过

程中出台相关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也取得良好效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

的政策不仅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特色产业发展

提供了商业机会，也为各地农村金融机构基于特

色产业项目进行金融服务创新提供了政策依据。

再次，金融资本对特色农业产业投资是优化

信贷资源配置的重要选择。传统农业的投入产出

比是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根源，各级政

府积极出台鼓励特色农业融资的金融政策。特色

农业发展深度和广度，取决于特色农业风险和收

益的不确定性。正如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所

言：“农民是否接受某种新兴生产要素，取决于扣

除风险和不确定性之后所取得利润的高低”。在现

代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所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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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特色农业产业也不例

外。信贷资金导向是产业提升的助推器，而提升产

业发展又是确保金融资源效率的保证。金融市场对

特色农业进行金融资源引导，主要是通过提高金融

资源使用效率而实现的。金融资源配置是金融市场

的本能性选择，不仅能够决定金融机构的发展方

向，而且还能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

优化做出影响。在新兴产业中的特色农业为视角

下，金融产业不但能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

障，并在支持特色农业发展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发

展；特色农业发展需要金融产业支持，并通过特色

农业的效率提升为金融产业提供利润。特色农业有

完整的产业链和一定的产业基础，能够有效配置市

场资源，并有一定的地域资源的先天优势。从金融

产业选择的机会选择角度来看，特色农业产业已具

备选择与金融产业合作与协调发展的基本特质。

最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选

择。华东[21]通过对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

案例加以研究，总结出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的模

式为3种：第1种是政策性金融支持。代表国家有

美国、法国、韩国和日本，其特点是政府出台相关

政策法规，指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利息低甚

至免息，期限较长的贷款，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农

业从分散化向产业集群模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第 2种是合作金融支持。代表国家有德国、

英国、美国和日本，其特点是自下而上的成立基层

合作组织，基层资金互助社、地区合作组织和中央

合作组织，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合作金融

在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政府以不同形式给予

政策上的支持，合作金融开始具有一定的政策性，

合作金融能够结合农业产业发展给予一定金融支

持，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第3种是商业性金融支

持。代表国家有英国和巴西，其特点是具有很强风

险抵御能力的商业金融机构对农业产业盈利较好的

主体提供金融支持，更多的农业产业主体受到“金

融排斥”。实践表明，政策性金融容易受到政策影

响，存在支持对象和范围的限制，合作金融更多的

支持农业产业的第一个环节，而对农产品加工甚至

是更高层次的农业产业支持不足，商业性金融支持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走到集群效应比较明显的时候才

发挥更多的作用。贫困地区特色农业产业与发达地

区比较，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产业规模小，产业链短

的局面，但是有突出的“后发优势”，所以在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地方政府要大力争取政策

性金融支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合作金融支持，通

过“有形的手”引导，通过贴息等形式激励商业性金

融机构加入支持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形成多层系的

金融支持体系。

2 金融支持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 3 个经
典案例分析

定西市市委、市政府围绕打造“中国薯都”的

战略目标，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和打造，马铃薯

产业已经成为定西市具有代表意义和独特优势的

支柱产业之一，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目

前，全市农民人均从马铃薯产业中获得收入 860
元，占农民纯收入的 21%，2014 年定西市提出产

业升级转型[22]，特色产业格局已经形成。在特色产

业发展过程中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特点选择多种

金融支持路径，创新金融支持模式。

案例1：“政银”合作创新贷款模式。甘肃省省

委先后实施“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金融扶贫

成为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省政府与中国

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联合出台合作协议，以财政贴

息，农行放款的形式对农户家庭内单个成员发放自

然人贷款，以惠农卡为载体进行贷款发放、本息归

还和贴息资金拨付的贷款新模式，被称为“双联惠

农贷款”。“双联惠农贷款”结合当地农户实际，表

现出额度大小灵活、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匹

配、担保方式简单、利率低等特点。

截至2015年3月，在定西市针对马铃薯产业累

计发放 10 757户，贷款余额 90 486元 [23]，“双联惠

农贷款”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

用，不但有效的促进产业发展和增加了贷款农户的

收入，缓解贫困农户发展产业资金不足的问题，还

极大地调动和挖掘出农民创业致富的潜能。由于

“双联惠农贷款”的支持，一批专业合作社脱颖而

出，为农民创新创业和返乡就业提供了资金保障，

形成了“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产业再投入”的良性

循环。政府在参与过程中也积极探索“财政小资

金融支持定西马铃薯产业的机理、模式和实践——金立民 243



中国马铃薯，第30卷，第4期，2016· ·
金，扶贫大用途”的路径，通过贴息调动商业金融

机构的积极性，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贷款需要，有

力地改善了农村信贷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创新扶贫

机制，从传统的“救济型”“输血型”改变成“开发型”

和“造血型”，实现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由于最初

的审核由当地村委会级别审核，对贷款农户信用比

较了解，县级相关产业部门审核对投入产业有一定

把关，引导资金走向，解决贷款过程的“信息不对

称”，为贷款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培育出农村

债信文化。

案例2：担保模式创新。各商业银行结合当地

特色农业产业积极创新担保模式，降低信贷参与门

槛，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接地气”的资金支

持，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使农民增收致富。建设银

行甘肃省分行，结合甘肃特色农业产业有比较优势

的特点，在定西扶植马铃薯产业创立“金土豆”品牌

农户个人贷款，具体模式是建设银行选择1家当地

龙头企业做为担保，是典型的“公司 + 基地 + 农

户”的模式，由龙头企业为合作社种植大户提供担

保，向合作社马铃薯种植和贩卖大户提供流动性资

金需要，类似的还有“基地 + 农户”“公司 + 农户”

“专业合作组织 + 农户”“协会 + 农户”等多种担保

模式，共同特点是由机构参与担保，银行发放贷

款，自 2011年以来，累计发放超过 11.3亿元。兰

州银行在“惠农贷”品牌下专设特色农业专项贷，实

行农户互保模式，马铃薯种植户互相担保获得特色

农业专项贷款支持，根据农户守信情况对整村开展

评级，若全村信用标准达到一定水平，所有农户受

益，若一个整村有恶意欠款情况出现，整村信用评

级下降，所有农户取得专项贷款的“门槛”提高，进

而促使所有农户珍惜信用。“双联惠农贷款”的担保

模式是引入地方政府政策性担保，具体程序是由农

户提出申请，由村委会受理初审，乡镇级别核查

后，提交县产业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而后由入户

调查和当地政策性担保公司介入，最后发放贷款，

发放贷款后由农业银行自行管理直至收回。3种担

保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提供担保物不足的困境，有

效提高了贷款农户参与发展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

案例3：改进政策性保险方案助力马铃薯产业

健康发展。为规避马铃薯的种植风险，使农户收益

得到保障，积极贯彻甘肃省政府 2012年马铃薯农

业保险实施方案的精神，定西市马铃薯保险自

2012年被纳入国家政策性保险补贴范畴内，马铃

薯种植农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为参

保对象，保险金额为 350 元/667m2，保险费率

6%，保费补贴比例为中央财政补助 40%，省级财

政补助 25%，县市区财政补助 20%，种植户承担

15%。传统种植业保险将主险责任确定为暴雨、洪

水、内涝，风灾、雹灾和低温冻害，而将病虫害、

旱灾作为附加险种，且有不同程度绝对免赔率不

同，马铃薯保险将病虫害、旱灾一起纳入主险保障

范围（保额一致），涵盖了马铃薯生长期的全部自然

风险。与此同时，马铃薯保险取消了绝对免赔设

置，使物化成本能够全额获得保障，规定无论任何

外来风险导致的收入减少，至少可获得 350 元/
667m2的收入。考虑到定西市马铃薯产量较高，投

入较大的现实情况，政策保险承办单位在调研基础

之上创新保险方案，保险费率由 6%降至 5%，县市

区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由20%降至10%，保额由350
元/667m2提高至700元/667m2，约定产量由 500 kg提
高至 1 000 kg[24]。通过创新有效缓解了贫困县地方

财政紧张、补贴压力大的困难，降低自付保费比

例，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政策保险的积极性，有效扩

大了马铃薯承保面积。

综上所述，通过政府介入后构建新的“政企”合

作关系，商业银行积极创新特色农业产业贷款的模

式，在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之上能够通过金融方案改

进规避种植风险，为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发展提供有

力的金融支持，产业发展取得长足发展，定西成为

全国最大种薯生产基地，种薯繁育基地扩大至61.7
万 hm2，原种产量达到 10.5 万 t，生产能力居于全

国前列，成为全国马铃薯三大集中产区之一，

2014 年年产值突破 105 亿元。马铃薯产业链明显

拉长，产品由精淀粉发展到高档食品、生物有机

物、水基性农药、车用燃料等，形成循环式链

条，年产值均超过 24亿元。马铃薯软产业软实力

也进一步提升，多个产品获得原产地认证、有机

认证和 A 级绿色食品认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

可。通过金融支持不但有力地为马铃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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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障，且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也使农村经济发

展，农民收入增加。

3 来自定西案例的启示与分析

第一，金融支持模式创新降低了农业信贷资金

的违约风险。农业信贷资金能够顺利发放的主要原

因是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农业贷款的独特反差，

金融资本需要相对较高的安全性，而农业生产会受

到更多来自自然风险和市场因素的影响，涉农贷款

又面临贷款户资产规模小，不能够提供更多有效担

保的特征，所以缺乏第三方的有效支持，就不能促

使更多的农户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农行承办的“双

联惠农贷款”和建行推出的“金土豆”贷款都是寻找

新的担保机构，在贷款期限上与农业生产周期匹

配，降低信贷资金参与风险，有利于农户积极参与

特色农业产业生产；另外，企业与农户长期合作，

基层政府与农户良性合作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在化，

形成风险的共担机制；所有资金需求者都围绕同一

大类特色农业开展，产业周期和规模比较容易得到

控制，提高银行信贷风险预测的准确度，进而降低

农业信贷风险。

第二，金融支持业务流程创新降低农业信贷资

金的交易成本。通过定制化的信贷产品，直接支持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容易降低信贷搜寻成本、契约

的执行成本以及贷后的监督成本。比如“双联惠农

贷款”的第一申请接受人是最基层的村委会，基层

工作人员对农户的资金需要非常了解，农户是否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农户的信用都在第一时间得到识

别。“金土豆”贷款的资金投向也非常清晰，即与公

司、基地或者是合作社合作的大户，这样与农户的

合作机构已经为银行进行了一次风险筛别，契约签

订过程由2家变成了3家，契约执行过程中变成了

银行约束合作机构，机构去监督获得贷款的农户，

银行从监督的“一对多”变成了“一对一”，如果出现

违约，银行可以直接从机构获得违约补偿，大大降

低契约执行成本。农业政策性保险也非常明确马铃

薯产业为财政补贴的特色农业产业，搜寻成本几乎

为零。自然人担保的模式由于影响到每1位农户获

得贷款的机会，必然会互相督促，由外部监督转化

为内在监督，有效降低监督成本。

第三，创新了金融资本与农业生产长期合作

的机制。金融机构通过参与对特色农业产业的支

持，通过贷款的发放和回收，积累了一套适合的

信用评价方式和体系，通过重复博弈，对信贷违

约行为也有一定的制止作用进而营造良好的信用

氛围。由于贷款模式创新和担保模式的创新，使

资金回收率提高，资金管理的成本降低，金融机

构的业务量增加，有效地激励商业类金融机构加

大对特色农业产业的投入，特色农业产业获得相

应资金支持，发展速度变快。积累的资金又回流

到相应的金融机构，形成“金融资本支持特色农

业产业，特色农业产业又把结余资金归于金融系

统流通”的良性循环。

4 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特色农业产业区的金融生态环境。

结合特色农业产区特点，大力开展诚信宣传和教

育，努力提高农村信用意识，增强基层地方政府、

企业和农户的信用意识，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支持

搭建坚实的平台；加强诚信的激励机制和失信的惩

罚措施，严厉惩罚恶意逃废债务的行为，配合监管

部门积极建立企业失信名单；在创建信用村的基础

之上建立信用镇（乡）、信用县为载体，努力构建政

府、企业、金融中介、农户为一体的信用体系；完

善和建立企业和农户的信用档案，创建适合地方实

际的信用评价体系，引导农户与金融中介之间构建

新型信用关系，切实降低信用风险。

第二，政府牵头与金融机构合作的立体支持体

系。政府牵头创立地区性政策性特色农业产业扶植

基金，用于补偿专业贷款补偿和贴息补偿；构建

政策性贷款、政策性担保和政策性保险相互交叉

立体的金融支持平台；通过出台相关激励、保护

政策引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加大

资金支持的深度和广度，引导和鼓励农村“非正

规金融”规范化运营，降低参与成本为更多企业

和农户支持；承办政策性保险的保险公司应结合

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特色产业特点对保险方案

进一步创新，提高政策性保险覆盖面；政府定期

向金融机构推介重点特色产业资金需求，鼓励金

融机构对特色农业产业龙头企业集中授信，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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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基础项目开展银团贷款。

第三，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引入产业链

金融模式，用龙头企业、专业市场和流通企业带

动整个特色产业链，分别以三者为产业链的中心

节点，实现为产业链中心节点提供支持的同时为

产业链下游的金融企业和农户也提供金融支持。

通过对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开展金融支持，

实现对原材料提供农户和相关企业的整体营销，

有效降低贷款的营销成本和管理成本，通过龙头

企业对农户和相关小企业的担保，降低信贷风

险；通过专业市场为核心的产业链金融支持，降

低农户、基地、商户、服务中介、专业协会的信

息成本，实现有效契约执行和监管，达到缓解信

贷风险的目的，进而提高信贷效率；通过农村商

品流通企业的支持，有效了解上下游供货企业、

生产基地和终端消费农户的资金需求和信用情

况，进而开展择优支持，实现金融信贷的集约

化。另外，对抵押和质押进行创新，结合区域特

色，对一些得不到传统抵押质押认可的，但是又

具有市场价值的单据，中间产品、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宅基地使用权等在地方政府政策配套到位、

政策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作为抵押质押物实

现贷款。

第四，金融机构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建立商

业性金融机构的长效放贷机制，对形成经营规模

的大户和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设计更

多的符合本地特色农业产业的金融产品，建立专

项工作机制，达到与特色农业产业长期合作的目

的；金融机构探索新型组织模式，在机构组织形

式上，建立特色农业产业专营机构。在营销服务

上，推广链条服务，发挥居于中心的龙头企业、

专业市场和流通企业的辐射作用，为产业链上的

农户群做好相关综合服务。在金融支持业务流程

上，鼓励金融机构利用现有资源并结合新技术对

贷款流程简化，贷中服务精准和贷后管理高效，

提高贷款的整体运行效率。

第五，有效建立金融风险化解机制。政府设

立风险补偿基金，充分化解金融风险。商业金融

机构建立具有细分的信贷政策，针对不同地区，

对特色农业产业金融支持制定不同的信贷政策，

找到产业的优势、特色、前景，做到精准投放资

金，实现对客户的支持同时能有效规避金融风

险。做好精准性的风险控制工作，对农户贷款业

务按照贷款主体不同、担保方式不同、区域不

同、产品不同的风险程度进行差异化管理，利用

大数据等手段提升贷款贷后管理水平，做到提前

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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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马铃薯大会突出贡献奖单位
中国马铃薯大会为科研、生产、加工、市场、消费，即整个马铃薯产业链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

家能够在一起分享取得的科研成果，提出问题，应对新的挑战，极大地促进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2016年中国马铃薯

大会的召开得到了政府、科研、企业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筹办2016年中国马铃薯大会的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有：

1.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2.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保定市亚达化工有限公司

4.张家口弘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

6.黑龙江兴佳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7.内蒙古兴佳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8.辽宁兴佳薯业有限公司

9.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11.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2.AGROLEX 新加坡利农

13.中国马铃薯农场主联盟

14.河北久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5.望奎县龙薯现代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

16.大庆金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7.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

18.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19.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0.国家马铃薯改良中心

21.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司

22.张家口市人民政府

23.河北北方学院

24.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

为表彰这些单位在筹办2016年中国马铃薯大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决定向他们颁

发奖杯和奖牌，表示感谢。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

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