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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稳步发展，企业数量和规模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和发展带动能力显著增强。为更好地

助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宣传，确保各项优惠应享尽享；简化申请程序，开展优惠政

策辅导；加大对龙头企业的财政补贴、金融信贷、产业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
指导和扶持。据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
趋势研究院组织的全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 （2018） ”数
据显示，各地政府都比较重视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
相关扶持政策，而近八成企业对现有
的龙头企业政府扶持政策满意度评价
较高，各项政策助推了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
查”项目中，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调查涉及19个省 （直辖市），104
个县 （区）。调查结果表明，各地对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都较为重
视。近半数企业认为当地政府出台了
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47.38%的受调查企业认为当地
（区县） 政府出台了支持龙头企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19.28%的企业认为
当地 （区县） 政府未出台，也有
33.33%的企业对此不清楚。

调查结果显示，各地政府除了出
台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之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优惠
政策，包括补贴、税收减免、基础设
施建设支持、项目支持、信贷支持
等。56.63%的企业认为县域有税收
减免优惠，51.52%的企业认为县域
有补贴优惠。项目支持政策、信贷支
持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的覆
盖范围也比较广，分别有 42.54%、
41.99%和41.05%的企业认为有该项
优惠。

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对本县域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较多，
且较为全面，其中税收减免和补贴政
策的覆盖范围最广。

近八成龙头企业对现
有的扶持政策满意度评价
较高

关于企业对现有的龙头企业扶持
政 策 满 意 度 评 价 的 调 查 显 示 ，
45.08% 的 企 业 评 价 一 般 满 意 ，
34.43%的企业评价比较满意。可
见，近八成龙头企业对现有扶持政策
满意度评价较高。仅有 20.49%的受
调查企业对现有扶持政策不太满意，
其中，7.65%的企业表示比较不满
意 ， 6.01% 的 企 业 表 示 不 满 意 ，
6.83%的企业表示非常不满意。

关于未来一个生产周期内企业预
期政策环境整体如何变化的调查中，
龙头企业负责人对政策环境持乐观态
度。41.80%的企业负责人预期在未
来一个生产周期内，政策环境整体将
趋好。29.51%的企业负责人预期未
来的整体环境将保持正常水平。仅有
6.28%的受调查企业负责人对政策环
境持悲观态度。

对于各项激励政策支持力度的评
价，在很小、较小、一般、较大、很
大五个选项中，企业负责人认为产业
政策和开发项目支持、财政扶持、金
融信贷支持、税收优惠政策、对负责
人的政治激励、教育及培训政策、土
地政策等各项政策，企业认为支持力
度一般的比例最高。

分政策项目来看，龙头企业对税
收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评价最高。有
36.81%的受调查企业表示税收优惠政
策支持力度大，其中，20.33%的企业
认为支持力度较大，16.48%的企业认
为支持力度很大。

企业对教育及培训政策支持力度
的评价也较高。有 30.39%的受访企
业认为支持力度大，其中 21.55%的
企业认为支持力度较大，8.84%的企
业认为支持力度很大。

企业对财政支持政策、金融信贷
支持政策、产业政策和开发项目支持

的评价一般。有 41.05%的龙头企业
认为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力度一般，
23.97%的受调查企业认为支持力度
大，34.99%的受调查企业认为支持
力度小。关于金融信贷支持政策，有
39.84%的龙头企业认为支持力度一
般，25.55%的受调查企业认为支持
力度大，34.62%的受调查企业认为
支持力度小。

关于产业政策和开发项目支持，
46.30%的龙头企业认为支持力度一
般，23.84%的受调查企业认为支持
力度大，29.86%的受调查企业认为
支持力度小。而企业对土地政策以及
政治激励政策的支持力度评价相对其
他政策较差。

各地县域政府出台的关于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的财政补贴政策比较
多，然而，在受调查的龙头企业中，
企业申请和享受财政补贴项目的情况
都不太乐观。

企业申请财政补贴的比例整体较
低，申请比例最高的贷款补贴项目占
到 36.54%。其次是设施建设与购机
补贴、产业专项扶持资金补贴，分别
占到 26.65%、26.30%。土地流转补
贴和生态补贴的申请比例明显低于其
他 项 目 ， 分 别 仅 占 12.30% 和
14.79%。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享受财政补
贴的比例更低，申请比例最高的贷款
补贴，享受企业仅占 27.56%。设施
建设与购机补贴项目、产业专项扶持
资金补贴（例如菜篮子产品）项目的
享 受 企 业 比 例 分 别 为 20.69% 和
20.11%。土地流转补贴项目和生态
补贴项目的企业享受比例均不足
10%，分别为6.63%和8.67%。

据调研，诸多因素制约着企业享
受相关补贴政策。其中，企业没有获
得补贴的最重要原因是不知道补贴政
策，占比达38.75%。其次是手续过于
繁杂，占比为32.48%。此外，企业认
为要求过于严苛，即使申请也无法通
过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有
28.29%的受调查企业是由于此原因没
有获得补贴。企业资质不够、申请后
无法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情况占比分别
为20.51%和17.61%。

调研发现，近半数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选择对财政补贴政策不够了解
和一般了解，比例分别占到34.81%和
30.94% 。 在 362 个 有 效 回 答 中 ，
47.24%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对国
家的财政补贴政策不够了解。其中，
34.81%的受访企业表示对财政补贴政
策不太了解，12.43%的企业则表示
对 补 贴 政 策 完 全 不 了 解 ， 仅 有
21.82%的受调查企业表示对财政补
贴政策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

总体而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
财政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不够高。

龙头企业对优惠政策
申请力度偏弱

调查结果显示，各项优惠政策的
申请企业比例都不是很高。可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各项优惠政策的
申请力度偏弱。

重点龙头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
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业取得的所得暂
免所得税，这一优惠政策申请比例最
高。数据显示，在364家受调查龙头
企业中，有 95 家企业申请了该项政
策，占比 26.10%。重点龙头企业贷
款利率原则上不上浮政策、购买国产
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和重点龙头
企业带动的生产基地建设中央财政给
予支持政策的申请比例也相对较高，
分别占调查企业的 22.25%、18.73%
和17.81%。

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享
受优惠政策的比例较低。数据显示，
申请比例最高的重点龙头企业从事种
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业取
得的所得暂免所得税政策，享受优惠
企业数为81家，占比23.34%。

重点龙头企业贷款利率原则上不
上浮政策、购买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
得税政策和重点龙头企业带动的生产
基地建设中央财政给予支持政策的享
受优惠比例分别为 16.37%、16.33%
和14.33%。

可以发现，各地政府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的发展都较为重视。多地
政府出台了针对性的龙头企业发展指
导意见，同时，推出了一系列财政补
贴、税收减免、信贷支持、基础设施

建设支持等优惠政策，旨在助力龙头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现有扶持
政策的总体评价也比较好，对各项优
惠政策支持力度的评价都比较高，同
时，对未来的政策环境的预期多持乐
观态度。

然而，企业实际申请财政补贴以
及各项优惠政策的比例偏低，享受比
例相对更低，一些制约企业享受优惠
政策的因素值得关注。

完善助力企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三点建议

为更好地助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从以下三方
面着手完善各项政府扶持政策。

一是加强政策宣传，确保各项优
惠应享尽享。调查显示，对优惠政策
的不了解是制约企业享受优惠的最重
要因素。应在各项优惠政策的宣传上
下大功夫，借助多种宣传途径，提高
企业对政策的知悉程度，提升优惠政
策的利用率，确保企业对各项优惠政
策应享尽享。

二是简化申请程序，开展优惠政
策辅导。许多企业反映在政策申请过
程中，手续过于繁杂、要求过于严
苛。应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简化操作流
程，优化申请程序，减轻企业不必要
的负担。同时，建议开展针对性的政
策辅导，帮助企业用好各项优惠
政策。

三是加大对龙头企业的财政补
贴、金融信贷、产业政策支持力度。
调查显示，企业对当前的财政、金融
政策、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满意程度
评价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财政补
贴、金融信贷和产业政策是帮助企业
应对危机、克服资金难题、转变发展
方式的重要政策手段，各级政府可以
考虑加大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

（执笔: 秦 悦）

涉农龙头企业政府扶持政策满意度调研报告
经济日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课题组

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
在资金短缺的问题，特别是经营规模较大
的龙头企业表现更为突出。据经济日报社
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组织的全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2018）”数据显
示，在受访的新型经营主体中，分别有
18.87%的家庭农场/大户，26.40%的合作社
和68.49%的龙头企业存在经营资金缺口，
经营资金缺乏、融资困难成为制约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经营项目的突出问题。

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
的“精锐部队”，对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和经营体系发挥着
重要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质量发展，还需进一
步加大金融创新的支持力度。

龙头企业对“金融贷款”
需求最大

关于龙头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需的金
融服务种类，数据显示，选择“金融贷款”需
求的龙头企业最多，且显著高于其他金融
服务种类，其次为“其他”“理财”“金融租
赁”“代理”“期货”，而“汇兑”选择企业数
最少。

据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
调查（2018）”数据显示，在发展过程中，
70.77%的龙头企业具有借款需求，其中，
借款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占比最多，达到
45%，其次从多到少依次为“购买生产资
料”“基础设施建设”“购买机械”“雇工费
用”“其他”以及“储存费用”，用于“土地流
入租金”占比最少，仅为1%。

关于影响企业获得贷款的因素，数据
显示，“企业担保能力差”是影响龙头企业
获得贷款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从高到低的
影响因素依次为“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其
他”“金融制度不完善”“企业对金融知识了
解少”“金融机构较少”。

关于龙头企业借款渠道，数据显示，“从亲朋好友处借款”是龙头企业
最重要的借款渠道，其次从高到低依次为“信用社等商业银行”“贷款公司
或村镇银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合作社或企业、合会、资金互助社等
互助组织”和“其他”。

对于向商业银行或村镇银行申请过银行贷款的龙头企业，55.81%
的龙头企业实际获得了银行贷款，其中，排名前三的银行贷款方式分
别为“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其中选择“信用贷款”的比
例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农产品期货和保险参与不足，未能充分发挥
金融工具在价格发现、风险对冲等方面作用。关于企业生产的农产品
是否通过期货市场进行过交易，大部分被调查龙头企业均未通过期货
市场进行过交易，只有极少数龙头企业（2.63%）有所参与。

关于龙头企业是否购买过农业保险，数据显示，69.32%的龙头企
业成立以来未购买过农业保险。进一步了解龙头企业不愿意购买农
业保险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灾害少，不用投保”“其他”以及“不
了解保险条款”。而“其他”原因主要包括“不需要”“没用”“没有该类产
品”“资金问题”等。

以金融创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高质
量发展

一是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融资支
持，用于“扩大生产规模”“购买生产资料”等。而目前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融资结构缺乏科学性，过多依赖“亲友借款”，市场化融资支持
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阻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
化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促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结构更加多
样化。政府或民间资本应积极设立融资担保公司，以此改善“企业担
保能力差”这一影响龙头企业获得贷款的最重要因素。此外，鼓励龙
头企业设立互助担保基金，拓宽融资渠道，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融资压力。

二是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有待提升，服务类型较为单一，很难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增长
的融资需求。因此，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应充分意识到农村金融广
阔的市场。需要在放贷对象、抵押物条件、贷款额度、还贷方式等方
面给予倾斜性“松绑”。加快我国农村地区小微型金融组织发展，将
闲置的资金得以充分利用。此外，还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功能和
作用，对涉农企业贷款等方面提供支持。

三是现代化的金融工具如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推广不足，制约
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管理能力。保险产品设计有待优化，保险品
种不全面，此外，由于保险、期货等金融产品具有较强专业性，新型农
业主体在此方面知识缺乏也制约了此类金融工具的推广。因此，应进
一步完善农业保险政策，相关金融机构应注重创新产品和服务，结合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发更适合不同地区、
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同时深入基层为广大涉农企业讲
解有关政策、开展相关金融专业知识培训，扩大农业金融工具如“保
险+期货”应用，为农产品的产销加上“双保险”。

（执笔：裴 文）

加
大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的
金
融
创
新
支
持
力
度

经
济
日
报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发
展
指
数
调
查
课
题
组

本版编辑 李彦臻

美术编辑 高 妍

电子邮箱 jjrbjjzk@163.com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项目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
趋势研究院负责组织实施。2016年至2017年开展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第一期调查，调查涵盖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
计获取样本5191个。2017年至2018年第二期调查在第一期抽样
基础上，从已有的5191个样本中抽取3000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样
本进行追踪回访，并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在地区选择一定数量的
普通农户进行调研，以形成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对照。

调查通过科学抽样、采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管理手段保证调
研数据的有效性。两期调查均根据调查问卷专门开发了APP应用
软件，同时在调查过程中运用了GPS定位、录音和拍照等技术手段，
调查地点涉及23个省区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由五大指
标构成，分别为发展潜力、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发展前景，
调查内容基于此五类指标进行，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发展情况。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数据可视化链接：http://www.
ftrend.com.cn/agriculture/mai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