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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10月9日上午，黄圃镇二朗基鱼塘边，当提到农业“政

银保”合作贷款项目时，养殖大户梁福明连用三个“好”字，表达了对该

贷款项目的认可。

农业“政银保”是扶持全市农业发展壮大的金融手段。从2016年开

始，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在全市全面铺开“政银保”项目，构筑出以现代农业

经营主体为主要扶持对象，以财政投入为杠杆、银行贷款投入为基础、保

险公司或担保机构为贷款主体提供贷款担保的贷款体系，切实缓解了农

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截至9月，今年全市农业“政银保”放贷金额

达6530万元，同比增长5倍，有效促进了全市农业经营主体良性发展。

支付5000元保费 可获100万元贷款
我市农业“政银保”巧解农户“融资难”，该项目今年1-9月放贷金额6530万元，同比增长5倍

连日来，受台风“小犬”和冷空气影
响，中山出现了持续降雨。记者在黄圃二
朗基见到梁福明时，他正在鱼塘边的窝
棚中喝茶。今年 4月，梁福明承包的 150
多亩鱼塘正式投苗，受天气冷热不均影
响，原本投放的 1800万尾鱼苗只存活了
60万尾鱼。“我们至少要保证 90万尾的
存活量才能盈利，后期只能加大成品鱼
苗投放。”梁福明说，等到气温合适之后，
他们再次投放了30万尾成品苗，按照当
时0.6元每尾的成品鱼苗价格计算，相当
于额外增加了18万元成本。

除了此次投苗的 18 万元，梁福明
首次投苗还花了 90万元。鱼苗的成本，
加上饲料、水电费、人工等费用，一度让
他压力倍增。也正是在这时候，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工作
人员上门推荐农业保险时，梁福明了解
到农业“政银保”贷款项目，作为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购买者，他可以通过“保单
增信＋银行授信”模式，只需缴纳 5000
元的保费，就能在银行贷款 100 万元，
且利率还不高，刚好可以缓解资金周转
压力。

“今年6月申请，不到20天钱就到账
了，是无抵押贷款而且利息也不高，挺好
的。”梁福明说，以往身边有农户面临资
金周转紧张，又无法进行大额贷款时，常
常采取减少投苗量的方式以减轻生产成
本，渡过经济难关。一来二去，影响了农
户扩大规模生产，也打击了农户生产的
积极性。但现在有了“政银保”贷款项目，
大家就可以轻松无抵押贷款，梁福明直
言压力小了很多。

走在鱼塘边，受路人行走惊吓的鱼
儿扑腾起来，溅起朵朵水花。今年年底，
梁福明养殖的黑鱼即将走向市场，他预
计销售额能达到1000多万元。

从 2016年开始，中山市农业“政银保”
项目全面铺开。《中山市农业“政银保”项目
实施办法》显示，风险准备金、合作银行、合
作保险公司，将按照比例共同承担贷款本
金风险损失，撬动银行发放贷款。全市农业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家庭农
场、个体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和其他扶持
对象，均可作为合作贷款对象。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适用性和影响力，
2022年年底，市农业农村局再次修订方案
形成《中山市农业“政银保”项目实施办
法》，在以往市财政安排 900万元贷款风险

准备金基础上，扩大规模至 3150万元，可
撬动合作银行发放3.5亿元贷款。

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
下简称“国家农业龙头”）为例，该类型企
业最高额度为 500万元。如果该国家农业
龙头推动有业务合作的上下游中山农业
企业审批获贷农业“政银保”项目贷款，该
企业贷款额度可由原来的500万元提高至
1000万元。此外，个体农户贷款最高额度为
50万元，如果购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该
个体户的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100万元，进
一步减轻“三农”经营主体的融资压力。

在南区中山市绿澳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山绿澳”）见到销售经理梁伟
强时，他正在梳理后续对接工作事宜。梁伟
强介绍，作为一家从事蔬果净菜加工及配送
的企业，他们主要为约130家大家乐门店和
中山一些大型企业、政府部门、学校食堂加
工配送蔬果净菜，每天配送量大约15吨。

早在2018年，因业务量持续扩大，一时
资金周转困难，中山绿澳就申请了农业“政
银保”贷款。“购买基地果蔬需要现金流，但
我们的客户结账周期是60天。”梁伟强说，
业务量增加了 30%，对应的现金流要增加
50%，整个公司才能正常运转，这时他们就
申请了农业“政银保”贷款，获得了100万元
的贷款，解决了公司短缺的资金链。近两年，
随着业务量不断扩大与市场竞争压力增加，
中山绿澳开始从加工运输端向生产端延伸，
在周边城市梅州承包了 2000亩地，自主生
产部分果蔬，以减轻采购压力。

前期的土地平整、道路修建、沟渠开
挖，让中山绿澳花了不少钱。“如果 2000亩
基地全部走上正轨，大约需要 1000万元。”

梁伟强说，生产投资成本的加大，让他们再
次申请了农业“政银保”贷款，因为是市级
农业龙头企业，他们此次获得了 200万元
无抵押贷款，刨除政府补贴后，他只花了 1
万元的保费。“保费少了很多，企业投资发
展的信心更强了。”梁伟强坦言，以往同样
是农业“政银保”贷款项目，但是保费要高
很多，以贷款 100万元计算，政府补贴一半
保费后，企业仍需支付近2万元保费。自去
年年底《中山市农业“政银保”项目实施办
法》调整后，政府可按贷款金额的 1%进行
保费补贴，同样以 100万元计算，企业只需
支付5000元保费。

目前，中山绿澳在梅州的生产基地基
本步入正轨，种植的水稻正式迎来收割期，
首批大约 5万公斤。中山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农业“政银保”项目实施 7
年来，累计发放约2.27亿元贷款。其中2023
年，农业“政银保”项目放贷量较去年实现
大幅增长，截至今年 9月，全市放贷金额
6530万元，同比增长5倍，全市金融资源与
农业生产实现了进一步深度融合。

安排3150万元风险准备金作为项目风险补偿金

保费持续下降，农业企业发展信心增强

“保单增信＋银行授信”模式，缓解农户贷款难题

黄圃镇养殖大户梁福明正在抛洒饲料喂鱼黄圃镇养殖大户梁福明正在抛洒饲料喂鱼。。

中山绿澳梅州生产基地蔬菜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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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钟世
坚）10月11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截至 9月底，我市市场主体总量达 629732
户，总量位居全省第 7，同比增长 11.93%。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促成市场主体持续增
长。

据悉，今年 1至 9月，全市新登记注册
各类商事主体 97549户，同比增长 6.30%，
其中 9月新登记注册各类商事主体 11458
户，同比增长 13.42%。以上数据表明，我市

各类商事主体总量在 2022年基础上继续
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在全市629732户市场
主体中，涉及注册资本（金）17956.63亿元，
同比增长 49.09%。其中，国有和集体及其
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5个组成部分的
数量全部呈现增长态势，分别达到
14.76%、10.35%、7.90%、12.92%和5.29%。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发市场活

力，使市场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同时
呈现出结构优化、质量提高的特点。截至9
月底，全市登记制造业商事主体 127799
户，同比增长 6.64%。其中，今年 1至 9月，
全市累计新登记制造业商事主体 13357
户，同比增长 3.41%；累计注销 5717户，同
比增长0.88%。

市场主体持续增长的背后，是我市营
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例如，推进“企业开办
一网通办”“全程电子化”“一照通行”等便

民惠企服务举措，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提
升市场准入便利化程度；2023年 2月 1日，
《中山市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免费刻制工
作实施方案》实施，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免
费刻章服务，减轻企业的开办成本。在推
进项目落地方面，从完善工业用地产权手
续等方面简化审批手续，全面推行政务服
务“一窗通办”，推进信息整合和服务整
合，推动新签约项目早日动工、已动工项
目早日投产达产。

优化营商环境 中山市场主体持续增长
截至今年9月底已接近63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