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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农的大战略( 下)——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 年回顾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4月23日  吕彤轩 杜爱玲 张砚秋 

三、公共财政支持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一项带有方向性、全局性的大事。公共财政支持

产业化经营责任重大，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农业综合开发不但已经成为公

共财政支持产业化经营的一笔数量最大、成效也最为明显的资金，而且通过综合运用多元化的扶持

方式，探索了一条公共财政支持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 

1999 年以来，农业综合开发在指导思想上要努力实现“两个着力、两个提高”。其中第二个

“着力”和“提高”，即“着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

民收入”，主要靠发展产业化经营来体现。经过不懈的努力，农业综合开发目前已经成为公共财政

支持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渠道，仅“十五”期间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中用于产业化经营项目的

资金就达113.5 亿元，占同期中央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总投入的95%。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

项目的扶持范围包括了种植业、畜牧水产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1988-2006 年共建设优

质高效种植基地2095.39万亩，发展水产养殖722.99 万亩，扶持农产品加工项目5638 、农业生产服

务项目705 个。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非常明显，仅2003 年以来，每年

产业化经营项目直接受益农民人均增收510 元。在发展产业化经营方面，农业综合开发始终抓住了

“三个关键环节”： 

第一，围绕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发展的需要搞开发。 

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可以加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基础设施建设，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为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创造条件；可以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提高农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可以通过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农

民直接增加劳务收入。通过农业综合开发连续扶持，可以逐步做大、做强区域优势主导产业，促进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较大幅度地增加农民收入，打牢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的基础。 

第二，农业综合开发不断创新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方式。 

财政部《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坚持扶大、扶优、扶强的

原则，既要积极扶持，又要加强监管，坚持实事求是地申报项目，“宁可少些，也要好些”。与此

相适应，将产业化经营项目的投资控制指标由原来的指令性变为指导性。这些规定对防止企业骗取

国家财政资金，保证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将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经过不断探索，目前农业综合开

发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已有三种主要方式：一是有偿无偿投入结合的方式。以有偿投入为主

（有偿资金比例为75%），对公益性支出给予部分无偿补助（无偿资金比例为25%），既有效地解决



了龙头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也对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给予了相应的补偿。二是专项贴息的方式。通

过给企业贷款贴息，更好地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三是投资参股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的方式。从2004 年起，农业综合开发启动中央财政资金投资参股经营试点，集中投入具有明显

竞争优势、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2004 年至2006 年，中央财政累计

安排投资参股资金15.31 亿元，扶持试点项目138 个，既实现了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也显现出对农

民增收的强大带动作用。 

第三，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综合开发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起步早。2003 年

财政部就明确了农业综合开发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专业协会的扶持政策，主要是两

条：一是重点扶持以产品或产业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允许具有法人资格的农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项目主体申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对符合立项条件的项目，要一视同资仁

乃至优先予以扶持。二是重点扶持农产品专业协会开展科技推广、技术培训、营销服务等。对其承

担某个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技术培训、科技推广任务，允许用该项目的科技推广费给予相应补贴。

近年来，农业综合开发扶持一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十一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将进一步强化“按产业进行综合开发”的理念，按照这个思

路，农业综合开发就会面对“两个产区”发展主导产业：一是在粮食主产区发展优质粮食产业。粮

食主产区是农业综合开发主战场，目标是“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将资金和项目进一步聚焦

到具有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粮大县，通过全面提高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发展壮大其优质

粮食产业，调动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核心区真正成为确保十几亿人吃饭问题的稳

定可靠的大粮仓。二是在优势特色产区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类型丰富，各地都

有一些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围绕这些产业搞开发，将产业做大做强，为农民群众找到增收致富的门

路，群众受益会更加明显。通过对两个产区主导产业的有力扶持，农业综合开发就能够较好地兼顾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广。 

四、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1988 年以来，农业综合开发始终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为根本任务，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绩，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广泛赞誉。长期以来，农业综合开发作为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

手段，所做的工作就是新农村建设要做的事，而且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在坚持行之有效做法

的基础上，2007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启动了“农业综合开发引导支农资金统筹支持新农村建

设试点项目”（以下简称“新农村试点项目”）。新农村试点项目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地方党委政

府和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目前新农村试点项目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初步探索出一条以农业综合

开发为平台，整合各项支农资金，从生产领域入手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 

第一，形成新农村建设的总体合力。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各个部门的积

极性，集聚各方力量，形成建设合力。因此，整合决不是简单的资金整合，而是包括资金、技术、

人才在内的各方积极性整合。农业综合开发的做法，一是用政府行为代替部门行为，形成领导合

力。新农村试点项目都成立了由县委、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涉农部门领导

为成员的领导机构，并设立了高效精干的办事机构，负责对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指挥、调度和协

调。这种做法，极大地调动起了各部门真抓实干新农村的积极性，使新农村建设由单一的部门行为

上升为政府行为，使政府掌握的人才物资源真正在农村优化配置。二是用规划蓝图整合支农涉农各

方项目，形成目标合力。为使新农村建设科学有序进行，各地对新农村试点项目建设进行科学全面



的规划，确立新农村试点项目建设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以及项

目建设布局和主要建设内容。根据各涉农部门项目资金性质和要求，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相关部门

和规划项目，明确责任和目标。由此，各部门能够围绕规划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三是以农业

综合开发为平台，形成资金合力。各地新农村试点项目以农业综合开发作为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的

基本平台，即：以农业综合开发新农村试点项目区为新农村建设试点区；以农业综合开发机构为统

筹推进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借鉴农业综合开发管理制度，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

补、各尽其力、各记其功”的原则，改变过去“撒胡椒面”的做法，整合各部门支农资金，集中力

量办大事，“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 

第二，从生产领域入手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提起新农村建设，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村庄建设

和环境整治，是一排排崭新的农舍。这无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最直观的体现。但更重要、

更本源的内容，是发展农村新产业、增强农民经济实力，欠发达地区尤其要在这个方面下功夫。在

新农村建设诸多内容中，发展生产显然是中心任务，而实践表明，发展农业优势产业是促进生产发

展最佳切入点。只有产业发展了经济才能发展，才有能力建设新村庄，才有条件实现生活宽裕。因

此，在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必须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培育优势产业这个重点。 

第三，在机制体制创新上下大功夫。各试点地区严格按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有关规定，规

范操作。同时，结合各地新农村建设实际，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探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运行机

制。比如四川省简阳市项目探索实施的“六方合作”机制。 

回顾过去，农业综合开发20 年的历程是不平凡的；展望未来，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农

业综合开发一定会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先锋队和生力军. 

 

    文章来源：农村工作通讯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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