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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地与金融无缝对接

李文博

我国农业发展长期以来受到资金投入的困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对拓宽农户融资渠道、提升农村土地经济价值、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打通金

融池水灌溉农业田园，江苏省金湖县在几年的探索后，形成了一套“闭环式”农地抵押贷款模式。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理顺所有权贷来抵押款

早在四年前,在各方的努力争取下，金湖县成为省、市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整体推进试点县。周密部署安

排后，同年 5月，率先在金北镇刘庄村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石港组村民刘乔俊是第一个拿到土地经营

权权证的人，红本本捧在手，“舒坦”是他当时的最大感受。当年底，金北镇 5.7 万亩的土地确权工作全

部完成。

金北镇试点工作的成功，鼓励了金湖全县土地确权工作的推进,截至 2015 年 9 月底，全县 10 个镇 108

个村 6.2 万农户，实测面积 56.79 万亩；重新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承包合同 6.2 万份，合同签订率 100%，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打印率 100%,走在全省前列。

金湖县万丰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姜勤没想到自己也正因为这个红本本而受益。姜勤流转了 2990.33 亩土

地，“土地经营规模大,种子、化肥、农药、人工啥都需要钱,用钱时一分能难倒英雄汉。”现在的资金缺

口，不是简单地跟亲戚朋友借就能解决的。而没想到凭借这 2990 多亩土地的经营权,姜勤从金湖县农商行

贷款 200 万元，开创了金湖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先河。

“农民贷款难，一大痛点在于缺少抵押担保。只要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上有所突破，农民贷款

就能破题。”人民银行金湖县支行作为试点牵头单位，经过反复论证,在探索发放土地承包合同“三方协议”

抵押贷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两年试点期的时机，积极“通渠”，将金融“活水”引入农地抵押，解农业

发展之限。

而经营权价值与抵押贷款授信额度是怎样的关系，又由谁来定、按啥定、怎么定、定多少，一直备受

各方关注。金湖县在多部门、多回合意见征询后，制定出台了《金湖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指导

意见（试行）》。该意见不但明

确了评估方式、评估专家库人员，而且还明确了评估土地的权属认定和土地类型、等级、主栽作物品

种、产量、产值等基本情况的调查要求，重点在价值评估中引入了风险系数，该系数分为必选项与参考项

进行综合考量，使价值评估更全面、更切合实际。全县建立了 45人的评估专家库，对全县承包土地经营权

价值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评审，并第一次发布了全县价值评估指导价。

打出政策保障组合——政府担当解后顾之忧

有些甜头、有点保障，金融部门涉农贷款的积极性才能更高，金湖县政府部门打出一套政策保障组合

拳，让金融机构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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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柄安全保障伞。《金湖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出台，解决

了风险贷款处置时间长、损失大的问题。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 2000 万元，是以前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

金总额的 10倍，要求专款专用，一旦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出现不良，银行机构即可向县财政局提

供相关证据资料，经县财政局审核并报领导小组审批后，即可先行申请足额补偿。待催收清偿后再结算，

且风险补偿比例较高，达到实际净损失的 50%，直接补偿给银行机构，从申请到审批 15 个工作曰内认定拨

付到位，让银行贷款发放没有后顾之忧。

出台了财政贴息和奖励扶持政策强心剂。对银行发放的以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为基础的抵押贷款进行

贴息，年度贴息总额为 200 万元，先贷后贴、按年补贴。凡银行机构发放的贷款按同期同档次利率下浮 25%，

按利率优惠幅度实际应收利息的 60%给予贴补。

“为加大央行配套信贷力度，人行金湖县支行对第一家发放、发放金额较多的县农商行，积极争取支

农再贷款支持，第一笔一年期 5000 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第二期 1.5 亿元正在申办之中。”人行金湖县支

行行长倪彩霞说。

引入保险机构，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与保险机构挂钩。今年金湖县进一步深化出台了《金湖县农村

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管理办法》，文件规定以承包大户、村委会和农户作为投保对象，土地流转出让人

作为被保险人，当土地流转受让方因故不能按期履行支付土地租金义务时，由承保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

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确保农户流转收益不受损。在经营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中，承保人和被保险

人风险分担比例为 8：2，保险费率不超过该贷款本金的 1%，由政府统一按年缴纳，政府专门设立履约专项

风险补偿资金 100 万元。

政府平台公司保障土地托底经营——土地抵押物可变现

各种风险补偿、保险业务的开展给银行吃了定心丸,但银行最为担心的是，一旦发生风险,能不能在市

场中找到退路，通过市场化途径将自身的损失降到最低。于是，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进过程中，

核心问题是抵押物处置，决定着抵押物价值能否顺利实现。

金湖县专门成立了政府背景、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的“金湖县润金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它以保本

微利、服务“三农”为原则，重点对银行未能及时处置的抵押农地进行收储、托管、代偿，并持有农地经

营权进行再次流转、自营、组织耕种或转包等处置,及时帮助银行加快实现承包土地经营权价值，避免土地

流转不及时导致的撂荒贬值,全面实现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出现不良后的土地托底经营。

目前公司正在制定章程,落实内部架构，讨论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研究商定相关办法和操作细则，正在

会商开办土地融资抵押物处置业务，全面对接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处置化解工作。

“机制运行好，管理制度必须严格执行。”悦彩霞说，制度中明确了“贷款申请、调查、抵押物价值

评估、贷款审批、签订贷款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贷款发放、贷后检查、贷款归还”操作流程，

且所有登记、抵押、流转均进入“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做到全力协助、全程参与、全面

跟进。

通过试点工作机制构建，金湖县已经达到了“有确权登记颁证、有经营权价值认定、有镇县两级交易

平台服务、有财政贴息扶持、有保证保险、有风险补偿、有央行政策扶持、有政府平台公司回购托底”的

“八有”模式。截至目前,在全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中登记的贷款已达到 1.77 亿元,涉及 37万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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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7 个经营主体，在全省 17 家开办此业务地区中，贷款笔数、金额均名列前茅。全县贷款实现了 10 个镇

全覆盖、各涉农银行机构全覆盖，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