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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周期仿佛是个魔

咒，关乎 CPI 数值的变

动和百姓餐桌的丰盛程

度。今年以来，受H7N9

禽流感、市场价格波动

以及近来持续高温等影

响，许多地区的养殖业

遭受了巨大冲击。

在金融部门及时有

力的支持下，广大养殖

企业逐步渡过难关、走

上正轨，呈现蒸蒸日上

的发展势头，为保障市

场供应提供了有力支

撑，带动了越来越多的

农民增收致富。

自 7 月 下 旬 以 来 ， 各 地

猪 肉 价 格 涨 速 较 快 ， 有 的 地

区 甚 至 呈 逐 日 上 涨 之 势 。 但

在 三 四 月 份 ， 猪 肉 价 格 却 持

续 下 跌 ， 很 多 养 殖 户 叫 苦 不

迭 。 为 防 止 养 殖 户 的 资 金 链

断 裂 ， 金 融 机 构 纷 纷 采 取 增

加 授 信 、 预 留 专 项 资 金 、 到

期 转 贷 、 暂 停 计 息 等 措 施 ，

帮 助 企 业 平 稳 渡 过 难 关 ， 逐

步 走 上 正 轨 。

与 其 他 行 业 不 一 样 ， 养

殖 业 不 仅 有 市 场 风 险 ， 还 要

承 受 不 可 预 见 的 疫 病 风 险 和

自 然 灾 害 风 险 ， 以 至 于 一 些

习 惯 了 “ 垒 大 户 ” 的 商 业 银

行 往 往 敬 而 远 之 。 多 年 来 ，

许 多 养 殖 企 业 主 要 依 靠 自 有

资 金 滚 动 发 展 ， 难 以 走 上 规

模 化 、 标 准 化 、 品 牌 化 的 发

展道路。

同 广 大 小 微 企 业 一 样 ，

养 殖 企 业 健 康 发 展 ， 对 于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拓 宽 就 业 渠

道 、维 护 社 会 稳 定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同 时 ，养 殖 业 的 兴 衰

还 直 接 关 系 到 市 场 供 应 、餐

桌 安 全 、物 价 水 平 等 ，影 响

到 百 姓 的 生 活 质 量 。 当

前 ， 大 多 数 养 殖 企 业 正 处

于 恢 复 生 产 、“ 爬 坡 ” 的 阶

段 ， 迫 切 需 要 商 业 银 行

“ 雪 中 送 炭 ”。

总 体 看 ， 养 殖 户 和 消 费

者 有 点 像 跷 跷 板 的 两 头 ， 总

难 有 两 全 其 美 的 时 候 ， 但 应

该 找 到 一 个 平 衡 点 。 充 分 发

挥 金 融 的 杠 杆 作 用 ， 大 力 推

动 生 猪 养 殖 规 模 化 标 准 化 发

展 ， 不 仅 有 利 于 优 化 养 殖 结

构 ， 保 障 市 场 供 应 ， 还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熨 平 生 猪 生 产

和 市 场 的 周 期 性 波 动 ， 既 有

助 于 提 高 养 殖 户 的 积 极 性 ，

也能够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猪 市 看 稳猪 市 看 稳

强化金融对养殖业
的定向支持
——对话人民银行杭州中心
支行行长张健华

记者：今年 4 月，H7N9 禽流感

疫情给养殖业造成较大冲击。请问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主要采取了哪些

举措？

张健华：针对今年禽流感疫情，
我们迅速行动，综合采取了多项措施，
引导省内金融机构支持养殖业渡过难
关：一是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召开货
币信贷政策通报会，要求金融机构加
大对养殖业的支持力度。同时，指导
省内养殖业规模较大地区的人行分支
行根据当地养殖业发展实际，以养殖
业家庭农场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出台
金融支持政策，从信贷投入、金融创
新、配套政策等多个方面构建对养殖
业的金融服务体系。

二是加强货币政策工具定向支
持。综合运用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
率、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
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养殖业的信
贷投放。

三是加强信贷政策引导。加强信
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
配合，联合省财政厅开展农业贷款风
险补偿工作，对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涉农贷款新增量按 0.5%的比例给
予风险补偿，今年共发放风险补偿资
金 2442 万元。同时，在全省 59 个县
域、对 563 家县域金融机构开展涉农
信贷政策评估，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
养殖业的信贷支持。

记者：在针对养殖户的信贷支持

方面，浙江省的涉农金融机构出台了

哪些特别的措施？

张健华：一是摸底排查，做好预
案。省内涉农金融机构积极组织力
量，加大排查力度，及时掌握当地疫
情，摸清养殖户面临的困难，制定完善
的预防应急方案：如农行浙江省分行
专门下发《关于加强对养殖业信贷扶
持的意见》，要求辖内各分支机构做到
不抽贷、不压贷，并通过增加贷款、降
低利率、开通服务绿色通道等一系列
措施，帮助养殖户渡过难关。

二是一户一策，给予续贷和利率
优惠。浙江农信联社实行“一户一策”
扶持策略：对重点养殖大户优先安排
资金，并给予利率优惠；对因经营困难
有可能造成贷款逾期的养殖户，实行
名单制管理，不抽贷、不压贷，提高风
险容忍度。

三是绿色通道，加强服务和跟踪
指导。浙江农信系统为财政补贴受损
农户资金开通快速绿色通道，优先拨
付国家相关扶持资金；根据养殖户需
要适时调整信贷投向和投放形式，实
行手续简化优化。同时，积极走访养
殖户，指导养殖户充分利用这段时间，
依靠新增贷款更新基础设备，建立科
学的养殖体系。

记者：针对下半年的经济金融形

势，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在支农方面还

有哪些举措？

张健华：下阶段，我们将围绕浙
江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继续运用支
农再贷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率等货
币政策工具，引导全省涉农贷款保持
平稳较快增长，使得全省涉农贷款增
速继续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涉农
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优化
涉农信贷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现代农业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经
营主体的信贷投放。继续加强农村金
融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推进便农支付
工程，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努力
提升“三农”金融服务水平。

8 月 12 日，江苏省高邮市的气温高达 39 摄
氏度，在位于三垛镇林阳村的兴牧猪场里，老板
张小冬忙得汗如雨下，但心情大好。从 7 月初
以来，当地的生猪价格一路上涨，目前每斤已接
近 7.5 元，这意味着每头肥猪可以纯赚 300 元
以上。

“往年入夏以后，由于天气炎热、学校放暑
假等原因，猪肉需求和消费量都会有所下降，价
格也相对较低，今年有点特别，这段时间生猪价
格看涨。”张小冬说，今年出现“淡季不淡”的情
况，主要是因为前几个月生猪市场低迷，许多养
殖户亏本甩卖，但是没有及时补栏，导致目前生
猪供给有所减少。

从 1994 年开始养猪的张小冬，不仅拥有
过硬的养殖技术和稳定的销售渠道，还对生猪
市场变化和价格走势有着独到的见解。“2 月
下旬以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到 4 月初每斤
跌破 6 元，随后缓慢回升，6 月末每斤到了 6.5
元。”张小冬说，如果此时出栏生猪，勉强能够
亏盈平衡。

6 月下旬，张小冬已有 9400 多头肥猪等待
出栏，但此时出手就意味着挣不了多少钱。于
是，他继续饲养，等待行情转好，但又面临巨大
的资金压力。“一头猪长到 250 斤之后，就会长
得慢些，但吃的饲料更多，每头猪每天要花 9 块

钱。”张小冬说，不少养殖户因为资金撑不住，只
得“挥泪大甩卖”。

“养猪算是一个资金投入比较大的行业。”
张小冬说，他这批成熟的生猪占用了近 1500万
元资金，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就会影响到饲料
采购、猪崽补栏，甚至可能错过下一波猪价上涨
行情。

6 月底，高邮农商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
时伸出援助之手，一周之内给张小冬发放了
7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不仅得以及时购进 2.8
万头猪崽，而且这批肥猪也养到现在。“气温很
高，运输不方便，再过几天凉快一点就卖出去，
估计每斤可以卖到 7.6 元至 7.8 元。”张小冬说，
随着有近 2000 万元资金回笼，他就顺利渡过
这道经营难关。

“这几年来，我已经充分享受到了金融支持
带来的实惠。”张小冬说，他在 1999 年租用二沟
粮管所房屋，改建了几间猪舍，开始规模化养
猪。2007 年 11 月，他又同三垛镇林阳村签订
了 270 多亩土地、15 年承包合同，在 2008 年建
成花园式的兴牧猪场，还配备了兽医诊断室、隔
离消毒室、小型粪便和污物无害化处理池、沼气
发电等设施。

此时，张小冬也遇到流动资金紧张的问
题。“养猪的风险比较大，加上厂房和土地都

不是我的，不能作为抵押品，一般银行不同意
贷款。”张小冬说，2009 年初，在找到合适的
担保人后，高邮农商行给他发放了 500 万元
贷款。

几年下来，张小冬在高邮农商行的贷款余
额达到 2200万元。与此同时，养猪场的效益也
节节攀升。“目前我们有 45 栋标准化猪舍，每年
出栏生猪 3 万头，纯利润在 800 万元左右。”张
小冬说。

“作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投放是
我们业务的重点。”高邮农商行董事长詹毅说，
由于当地养殖业发达，该行近年来坚持因地制
宜，创新金融产品，简化信贷流程，扶持了一大
批养殖专业能手。

今年 4 月，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从高邮
银青家禽交易市场、高邮北海农贸市场的鸡样
品中检测到 H7N9 禽流感病毒，当地家禽交易
市场纷纷关闭。“家禽产品大量滞销，流动资金
压力非常大。”高邮市八桥镇李庄村的灰天鹅养
殖大户王吉香说，多亏农商行及时给予了 150
万元授信，让她逐步走出经营困境。

“H7N9 禽流感疫情发生后，我们加强走
访调研，要求‘不抽贷、不限贷、不加息’，确保
养殖企业流动资金正常运转。”人民银行扬州
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说，金融机构采用“基础
授信”模式，即动态调查、余额控制、合规流
转、利率优惠，养殖户可随用随贷、周转使用，
不 仅 缩 短 了 授 信 流 程 ，还 降 低 了 企 业 融 资
成本。

47岁的洪雨根，在2006年将生猪养殖作为
自己创业的起点。当年，他用自己打工 14 年积
累的 10 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从事生猪养
殖，如今发展到年出栏商品猪 1.8 万头、销售额
3000多万元的规模。

“ 以 前 帮 别 人 跑 饲 料 销 售 ，觉 得 养 猪 的
市 场 前 景 不 错 ，但 进 入 这 个 行 业 之 后 才 发
现，流动资金需求量很大。”洪雨根说，当时
他打算养 300 头猪，但还有比较大的资金缺
口，于是找到了衢州柯城信用联社。信用社
业 务 员 立 即 上 门 考 察 ，并 确 定 了“ 农 户 5 户
联保”的贷款模式，向洪雨根发放了 30 万元
贷款。

2007年，在贷款期满后，洪雨根又在信用社
续贷了30万元，猪场也发展得红红火火。2008
年7月，洪雨根同妻子王晓红成立了浙江鸿福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并在石室乡下石阜村的剪刀

湾和洪头背山之间，租了 500余亩荒山，开始生
猪规模化养殖。

按照洪雨根的设想，这个猪场一期将新建
标准化猪舍 1.8 万平方米，需投资 600 万元。

“自己没那么多钱，又只好找信用社。”洪雨根
说，在 2009 年初新猪场开建后不久，信用社就
向他发放了房产抵押贷款 300万元。

接下来的几年中，一方面猪场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新建了 1300 立方米的污水处理沼气
池、9600 平方米的联栋蔬菜大棚，以及 60 多亩
牧草和果木等，用于养殖排泄物综合消纳；另一
方面，随着养殖规模迅速扩大，需要投入的周转
资金也大大增加。

信用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0 年，洪
雨根获得 500 万元的抵押贷款；2011 年，贷款
规模增加到 800 万元，其中抵押贷款 500 万元，
保证贷款 300 万元；2012 年，贷款增加到 1300

万元，其中保证贷款 800 万元，抵押贷款 500 万
元；2013 年，信用社给予了 1500 万元的授信
额度。

“目前在信用社还有 1100 万元贷款，一年
下来利息支出 70 多万元，完全能够承受。”洪
雨根说，下半年打算启动猪场的二期工程，需
要投资 1000 万元，到时还得向信用社贷几百
万元。

“促进涉农企业发展，是信用社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浙江省信用联社衢州办
事处副主任吴通政说，随着对鸿福公司的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信用社同企业之间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机制，形成了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双赢
局面。

“中小企业对信贷政策和金融产品了解不
多，申请贷款往往走不少弯路。”人民银行衢州
中心支行行长周丽在接受采访时说，衢州在“合
力打造常态化、无缝隙的互动交流机制”方面进
行了一些有益尝试，通过开展“访千家企业”、

“百日千人访万户”等活动，为当地 3400多家企
业解决了融资难题。

怎 样 破 解 猪 周 期

浙江龙游是一个只有 40 多万人口的小县，
但年出栏生猪超过 200 万头，产值超过 10 亿
元。目前，全县规模以上的养殖场超过 600家，
如果“一家一户”经营，就会面临养殖成本高、价
格波动大、融资渠道不畅等难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联合起来，走合作化
的路子。”今年 53 岁的龙珠畜牧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赵春根说。

2010 年 10 月，养了 10 多年猪的赵春根同
另外 29 个养殖大户发起成立了龙珠畜牧专业
合作社，注册资金 1000 万元。目前，合作社社
员已经增加到 50 户，注册资金达到 1380 万
元 ，预 计 今 年 出 栏 生 猪 40 万 头 ，产 值 近 8
亿元。

“针对畜牧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合作社创新
生产和销售模式，加快了规模化养殖基础上的
合作。”赵春根说，合作社实行“一个基金、五个

统一”，即建立信贷担保基金，统一饲料兽药配
送、统一疫病监测诊断、统一供种供精、统一排
泄物收集处理、统一销售，延伸了生猪的产业链
条，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

龙珠合作社成立不久，在当地人民银行的
大力引导下，龙游农信联社与合作社签订了融
资担保合作协议，合作社将注册资金的一半存
入信用联社作为担保基金，信用联社按 10 倍放
大、确定融资担保额度，即目前担保基金为 690
万 元 ，为 社 员 提 供 的 贷 款 担 保 额 度 达 6900
万元。

数 据 显 示 ，从 2010 年 10 月 至 2013 年 5
月，龙珠合作社社员贷款余额由 2200 万元增
加到 9362 万元，其中合作社担保贷款占了近
一半。“抱团之后，就有底气跟金融机构谈贷
款条件。”赵春根说，社员享受到了信用联社
给予的双重优惠：一是在利率方面，抵押贷款

仅上浮 20%，保证贷款上浮 30%，已为社员节
省了 190 多万元利息支出；二是在贷款额度
方面，特级信用户的额度由 10 万元提高到 30
万元。

龙珠合作社还实施“产销对接”战略，拓宽
了利润空间。2012 年 3 月，龙珠合作社发起成
立浙江春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在龙游和
杭州建设产地集配中心、鲜活农产品配送中心，
减少了物流环节，节省了时间，保证了品质。同
时，春然公司还在杭州开设了 20 多家“九号牧
场”直营店，打响了龙珠合作社的优质猪肉
品牌。

“同龙珠合作社开展合作以来，社员的贷
款全部按时收回，没有发生一笔不良现象。”
龙游农信联社主任余荣华说，合作社融资担
保基金模式，突破了信用贷款、联保贷款授信
额度较小的限制，可操作性很强。截至目前，
龙游农信联社已同龙珠等 4 家合作社建立了
融资担保合作，共有 124 位社员在信用社获
得贷款 6.14 亿元，促进了当地种养殖业快速
发展。

基 础 授 信 助 力 养 殖 户

银 企 合 作 促 进 规 模 化

抱 团 发 展 推 动 转 型 升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