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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入约16亿元，单靠县财政难以对肉牛产业发展提供有

力资金支持。

农信担保促进高青肉牛产业发展的运行机理

针对肉牛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该县运用农信担保这

一新兴惠农惠企金融工具，为肉牛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较为充

足、可靠的资金保障。农信担保对促进高青肉牛产业发展的

作用机理体现在三个方面。

1、企业层：农信担保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所在。只有农业龙头

企业发展好了，为之服务的小农户才能实现致富。针对前期

该县肉牛繁育、饲养、加工等环节企业多、经营分散、企业

贷款难度大的特点，县政府精选出两家肉牛饲养加工龙头企

业（新天地集团、远航产业集团）进行集中金融政策扶持：

一方面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每年县财政分别给予两

家企业200万元直接补贴，同时企业拿出配套资金500万元

定向用于企业实验室升级、生物技术研发以及与科研院所合

作的启动资金，利用财政资金直补方式提升企业科技实力。

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农信担保为企业增信。农业开发企业融资

难度往往较大。以上述两家企业为例，企业资产主要是活体

肉牛，固定资产占比较小，因此企业经营风险总体较高，导

致银行对其贷款信用评级较低，难以从银行获得长期稳定的

贷款。针对上述情况，县政府协调当地农信机构为两家企业

提供活体抵押贷款和二至三年中长期贷款，有效解决了企业

贷款不足的问题；同时针对企业抵押物主要是生物资产，流

动性高但较难评估导致的抵押难问题，省农担公司推出了面

向企业的农信担保，由县政府平台公司和农信担保公司共同

为两家企业做信用担保，帮助两家企业顺利从银行获得了优

惠利率贷款5000万元作为资金支持，为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在具体确定担保期限时，农信担保的

担保范围不仅只限于短期贷款，对于二年期以上长期贷款，

农信担保公司在综合考虑企业年加工肉牛数量、企业销售渠

道、年均销售增长额基础上，将部分长期贷款纳入农信担保

范围，农信担保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显著增强。

2、养殖户层：农信担保促进养殖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对养殖户来说，肉牛养殖具有前期投入大、养殖风险

高、年收益相对较低的问题，据测算每户养殖肉牛的前期投

入约在2万元/头左右，年收益约在0.4万元/头，因此养殖户想

要通过肉牛养殖取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养殖最小规模要

尽量达到10-20头左右（即前期投资在20-40万元），这样才

能保证每个养殖户每年能有4-8万元收益。但是由于财力薄

弱，很少有养殖户能够投入大量资金搞小规模养殖，这也是

导致在2019年之前该县肉牛养殖小、散、乱的根本原因。为

解决这一难题，该县将农信担保和养殖户提质增效相结合，

出台了《农牧贷-高青黑牛养殖产业集群担保服务方案》，为

该县养殖户量身打造了担保方案，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按养殖区域不同实行差别担保。结合该县肉牛产业

规划，在对养殖户进行授信时，采取了区分养殖园区和非养

殖园区差别授信担保的方式，对进入养殖园区内的农户按每

头肉牛养殖成本的70%授信担保，对养殖区外的农户按每头

肉牛养殖成本的50%授信担保。通过差别授信担保刺激养殖

户向园区内搬迁，便于今后肉牛的集中规模化饲养。

二是针对肉牛不同生长阶段差别授信担保。针对养殖户

养殖的肉牛生命阶段不一致、个体差异显著的情况，农信担

保公司采取了差别授信担保的办法，既坚持标准统一原则，

又适度考虑了每个农户的差别：对主要用于繁育肉牛的能繁

母牛，按总价值2.8万元/头授信担保；对于处于前期育肥阶段

的肉牛，按总价值3万元/头授信担保；对于处于强制育肥阶

段的肉牛，按总价值4.2万元/头授信担保。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方面农信担保能够覆盖各个生命阶段的肉牛，从而确保每

头肉牛都能够得到授信担保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育肥阶段肉

牛总体授信担保额度较高，因此也进一步鼓励养殖户主要从

事肉牛的育肥环节管理，而技术要求相对较高的能繁母牛管

理则逐步集中到农业龙头企业手中，通过金融政策杠杆逐步

把肉牛繁育、前期养殖管理等高风险管理环节向龙头企业集

中，这样在总体上降低了养殖户风险的同时，也促进了“企

业+农户”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巩固。

三是按养牛场面积进行差额授信担保。为解决养殖面积

小、管理分散粗放的问题，该县联合农信担保推出了“新建

牛场授信担保”计划，对今后拟新建的养牛场采用“新建牛

场授信额度=牛场建设面积×每平米建设成本×50%-存量经

营性贷款”的公式测算担保额度。这意味着新建养牛场建设

面积越大、则获得的授信担保额度也就越大。刺激今后新建

牛场朝着规模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该政策推出以来，新

建牛场平均面积均在2000平方米以上，部分新建牛场面积甚

至达到10000平方米，肉牛规模化养殖的趋势逐渐显现。

3、政府层：农信担保为政府特色园区开发建设加力

农信担保通过为龙头企业和养殖农户金融赋能，促进了

肉牛养殖加工产业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但是仅通过对企

业和养殖农户的帮扶来实现肉牛产业化运作还远远不够，农

信担保还需要和政府的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在政府层面

为肉牛加工产业发展提供金融赋能支持。为此，该县在农信

担保与政府发展规划结合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是政府大力推介支持农信担保。该县把引进农信担

保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一大助力，积极与省农担公司展开合

作，向广大养殖户和农业龙头企业推介农信担保业务。针对

该县涉农贷款多由当地农商行和农业银行办理的情况，积极

促成驻地银行和农担机构对接，深化涉农贷款银行与省农担

公司合作，实现农信担保对涉农贷款的全覆盖，为县域内养

殖户、企业更顺畅地从银行获得贷款扶持提供政策保障。

二是肉牛养殖园区开发与农信担保相结合。农信担保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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