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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投资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分析重庆直辖以来农业投资的相关资料，总结重庆农

业投资的特点、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提出促进重庆农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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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重庆农业投资具有显著的特点，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根据重庆农业投资的趋势和现状特点，深化农业投资问题的研究，提出保障重庆农业投资的建议，对新时期农业经济的发

展十分重要。 

本文相关数据资料来源于 1996-2009 年《重庆统计年鉴》，其中，2009 年的数据资料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2009 年

12月综合月度数据》和《2009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 主要特点 

根据重庆直辖以来的统计资料分析，农业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1.1投资规模逐年扩大，但波动较大 

重庆直辖以来，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扩大，2009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199.11亿元，比 1996年的 2.31亿元增长 85.19

倍，年均增长 6.55倍。 

在重庆直辖的 14 年间，2002 年增幅达到 76.91%,2009 年增幅达到 123.47%;2003-2007 年，增幅减少 61.89%，增速波动较

大(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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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投资比例逐年增长，但总量较小 

2009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比 1996 年净增长 3.02%，年均增长 0.29%。其中，直辖以来到 2008

年，仅增长了 1.48%，因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中央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对农业的投资，提高了 1.54%，高于

直辖以来 13年的增幅(图 2)。 

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比，农业投资规模一直较小，到 2009 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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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重点项目投资加快，但项目较少 

根据相关资料，近 3 年在重点项目完成的投资额中，尽管农业产业重点项目的投资增长较快，增幅均达到 I00%以上，但占

全社会重点项目投资比重仍然很低，2009年最多也仅占到 1.18%a(表 1)。 

 

1.4投资主体呈多元化，但缺乏稳定 

从农业投资主体情况看，各级财政投资、金融机构投资和农户投资等都存在不稳定性。 

(1)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财政性资金投资逐年增长。 

(2)农业贷款总量增长缓慢，到 2008年，尽管重庆市各金融机构农林牧渔业(含外资)贷款比 1998年增长了 9.2倍，但总量

仅为 211.55亿元，占贷款余额的 3.31%，比 1998年仅增长了 1.67%，而且自 2004年以来逐年下降(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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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保险增幅大，2003年农业保费收入仅 76万元，到 2008 年达到 7354万元;2003年农业赔款及给付 37万元，到 2008

年达到 4453万元，平均占农业保费收入的 58.43%，比全社会赔款及给付占保费收入百分比高 34.12个百分点。 

(4)2008年农户人均用于农业经营性支出仅 1085.40元，占农业经营性收入比重近 50%。 

2 存在问题 

2.1财政收入有限和农民增收困难，削弱了投资能力 

重庆财政收入虽然在近年来一直持续增长，但收支赤字仍然较大而且逐年增长。 

从可比的统计资料显示，与 1996 年相比，到 2008年底，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了 16.53倍、17.24倍，而财政赤字

却增长了 18.82倍，支出增幅远大于收入增幅，重庆财政投入能力受到了制约(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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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作为“大农村”，受自然、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效率一直偏低，农民增收困难，到 2008 年，农民年总收

入仅有 5443.73元。 

因此，投资农业的能力受限，而且投资积极性不高。重庆的现实情况决定政府和农户不是农业产业投资的主导力量。 

2.2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弱质农业领域，农业产业脆弱 

农业生产周期和产业链条长，资金占用周期长、周转慢，经营者要想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非常少，很难吸引外部资金流入

农业，相反农业内部资金不可遏制地流向非农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再加上农产品供求弹性小又使农业面临相当大的市场风

险，加大了投资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 

农业的高风险、长周期、低收益等主要特点决定了农业产业的脆弱性，从而使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农业产业领域。 

2.3农业投资高风险和龙头企业不强，金融支持率低 

农业自身的弱质性使农业贷款将承受极高的风险，作为具备资金投入能力的金融组织，近年来开展的资产业务一直远低于

负债业务总量，农林牧渔业(含外资)贷款与本外币贷款总额相比，规模非常小，而且占比由 2003 年的 5.24%下降到 2008 年的

3.31%(图 3)，金融机构对农业采取了“惜贷”的态度。 

其主要原因: 

(1)随着近年来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化，各金融机构都在努力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资产质量。 

(2)在不能有效消除农业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必然对投资农业产业化采取谨慎态度。 

(3)农业龙头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产业化的科技水平不高，内部信用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从而没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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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形成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担保贷款能力差。 

(4)商业银行机构改革和经营战略定位向城市转移，农村资金流返流城市。 

2.4农业普惠政策投资面广、到户量微，投资效果不佳 

近年来，政府除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惠农政策还采取了较多的补贴政策，如种粮直补、生猪良种补贴等，由于覆盖

面广总量大而到户量微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种养殖积极性，但对农业产出和农业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如果这部分投资直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产出影响时间较长，而且同样能够起到稳

定农业产出的作用。 

3 发展趋势 

3.1政府将长期支持农业发展，投资总量会持续增长 

近年来，政府投资更加关注弱质产业和民生，除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外，还千方百计通过各种，种养殖直补、贷款

贴息、农业保险补贴、农业担保等方式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投资总量持续增长。 

3.2民间资本关注效益，农业产业化投资将成为重点 

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主要方式，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大多投入到农业产业化的加工、服务等增值环节，

成为民间资本投入农业的重点; 

而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低，劳动力等生产成本较高，农业生产环节一般由农户或专业合作组织完成，个别资金实力强、信誉

较好的龙头企业也采取补贴生产的形式投入农业生产。 

3.3农村金融主体多样化，农业融资市场日趋活跃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金融主体呈现多样化，目前重庆市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

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保险机构(财产保险公司等)和农业担保公司等，农业融资方式更加灵活，

市场更加活跃。 

4 建议 

4.1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是前提 

农业产业发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单纯依靠某一个投资主体的投资很难达到期望的发展水平。因此，

要解决投融资问题，必须培育投融资主体的多元化。 

重庆财政的收入能力和农户的收入水平决定了财政和农户不能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而具备投资能力的金融机构和工商企

业却缺乏投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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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解决金融机构、外资和工商企业以及其他来源的投资主体缺乏内在投资动力激励的问题，重新定位农业投资主体

在投融资体制当中的作用。 

4.2政府重视引导投资农业是关键 

政府不能完全充当农业投资的主导力量，但并不代表政府在农业投资中不重要，关键在于政府应当改变以往的直接投入方

式，相应地将政府的职能转换为努力增加农业投入和为其他有投资能力的投资主体如金融机构和外资创造有利的投资条件并重，

引导资金流向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项目。 

具体建议: 

(1)制定各种惠农政策，引导农业投资方向。 

(2)利用多种渠道和机会加大对重庆农业产业化投资收益潜力和投资环境的宣传，使外界加深对重庆农业产业化投融资环境

的了解。 

(3)按照《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定的原则，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年减少对各项补贴的投入，

用市场引导产业投资;政府对产业投资主要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农业保险补贴、农业担保等方式提供融资渠道。 

4.3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载体 

加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既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也是促使弱质农业从落后走向比较发达，并最终实

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针对重庆农业产业融资难的现状，要努力形成政策性融资与商业性融资相结合，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

协调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 

(1)健全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加强对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和适当扩大政策性业

务的范围;加强农村各商业银行的管理，界定一定的存贷比例，限制这些商业银行从农村融资用于非农业的行为;拓宽民间投融

资渠道。 

构筑一个以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

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2)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壮大重庆市农业担保有限公司的实力，引导社会担保机构支持农业担保，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

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化解部分银行风险，增强银行向龙头企业提供信用支持的信心。 

(3)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政府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建立各级政府财政、税收、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多渠道、多经

营主体(包括引进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机构)发展农业保险，切实降低和防范农业生产风险。 

(4)规范和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从侧重市场准入和事后监管，转向市场准入、市场退出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全程监管，

从而使防范风险与提高效率、改善金融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有机结合。 

4.4增强龙头企业竞争实力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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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业投融资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农户的少量投入，作为拥有投资能力的其他渠道如工商企业、

金融机构、外资等实际投资水平在目前的投融资结构中占很少比例。而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投资的主导力量，通过增强农业龙

头企业实力，提高投资能力，提高信用融资能力，拓宽融资渠道，从长远来看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