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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支持稻麦产业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王汇宁 刘以 徐刚/江苏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江苏是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产量位居全国前列。2021 年江苏省小麦播种面积 3537 万亩、

稻谷播种面积 3329 万亩，全年粮食总产量 3746.1 万吨，其中稻麦产量 3331.7 万吨。

江苏稻麦种植成本收益调查

我们对省内 63 个稻麦两季种植户的成本收益情况进行调查，取得完整数据有效样本 50 个，涉及种植面积约 8600 亩，包括

46个粳稻和小麦两季种植户，其中苏北 19 户、苏中 18户、苏南 9户，调查抽样样本结构与省内稻麦种植情况基本匹配。

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客户户均种植面积 172 亩，亩均土地流转成本 982 元，用于稻麦生产的贷款金额合计 230 万元，亩均

使用贷款 267.44 元，贷款平均年化利率 7.12%，从育秧到收割稻谷亩均用工 0.74 人，小麦亩均用工 0.26 人，2021 年度亩均稻

谷产量为 697.07 公斤、小麦产量为 413.39 公斤，亩均纯收益分别为 102.85 元和 81.83 元，稻麦两季亩均总收益合计 184.58

元，成本收益率 7.28%。

除经营收入外，政府财政对稻麦种植户实施直接补贴。一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为每亩 120 元，

实际补贴主体主要为土地流转环节的流出方。二是年度稻谷补贴，省内 2021 年种植水稻 50 亩及以上主体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亩

100 元，50亩以下主体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亩 80 元，各地实际补贴标准略有不同，实际获益主体为从事水稻种植的经营主体。三

是农机购置补贴，补贴标准一般不超过农机购置价格的 30%，实际获益主体为农机购买人。四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基础保险由

财政资金全额补贴，完全成本保险除财政补贴资金之外，实际经营主体承担 30%保险费用。此次调查样本户 2021 年度实际取得

种粮各项补贴合计约为每亩 160 元，含补贴的稻麦种植亩均纯收益为 344.58 元。

稻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其他渠道融资成本高企。调查结果显示，50 户稻麦种植经营主体使用银行贷款合计 230 万元，贷款规

模占经营产值的 9.84%，亩均贷款使用金额仅为 267.44 元，平均贷款利率 7.12%，是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95.97%。“融资

难、融资贵”矛盾在稻麦种植行业仍然比较突出，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滞后，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信

贷准入标准和贷款额度测算模型与稻麦种植行业实际经营情况不匹配。一方面，稻麦种植经营者一次性土地流转和购买农机资

金需求占总投资的一半以上，需要中长期贷款予以匹配；行业经营者鲜有合格抵押物，在现有银行贷款审批模式下难以取得低

成本贷款。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以短期流动贷款产品为主，贷款产品与稻麦种植经营者实际资金需求难以拟合匹

配。此背景下，有资金需求的稻麦种植经营者通过以下方式获取资金。一是农资产品贸易金融化。通过赊欠的方式取得化肥、

农药，甚至租赁农机具，再以稻谷或水稻产品按销售价冲抵账款。赊欠账款高于货款两讫部分的金额高于同期贷款利息。二是

向资金掮客寻求帮助。通过向支付资金掮客一定中介服务费的方式，请资金掮客整理符合银行需求的贷款审批资料，取得明显

高于市场利率标准的银行贷款。三是向小贷公司或网贷公司贷款。

单位面积利润低，收入效应不明显。调查结果显示，50户稻麦种植经营主体亩均年化纯收入 184.58 元。根据江苏省统计局

数据，2021 年度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6791 元。按 3人家庭为单位算，种植规模 435 亩以上才能达到平均收入水

平，含财政直补后种植规模也需 233 亩以上。调查户户均种植面积 172 亩，经营纯收入低于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此背景下，经营者会放弃稻麦种植，从事其他收入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以获得更多经营收益。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3HpZxZdrsp0pQvszZPD3y_vZdxeHLSFzLqcBUFj1exV4zsczwM8tADDTt2L8B_wBYfsw-npGXJ91b13JUecsFQLh4_HMv0EH1JCN17s6oE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3HpZxZdrsp0pQvszZPD3y_vZdxeHLSFzAjHqhDCJq1zfaGaiKuUmHq7e3oy3lUMlL6R-xI3tkldRww3gsIc_lC1ZkpXZGwicGd8g21L6qa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3HpZxZdrsp0pQvszZPD3y_vZdxeHLSFzUOV30TInQO2pLxrJv1p6VdZMpBz2epjp8y59mlaHvwwBFPYlP93yy_C80KND7q8becL5nwZZnoM=&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3HpZxZdrsp3-iRFZSI8Bs05P2XDvFdIrYnfoAJsCTFQxZGq78NxhKnVE8CmcHBoe5D27aRXNxxgedcxgfRGrXQl_WLGJf5Y8fz2Rbgop4d_P7xerbHM_YVhZ-KlirVqCV0CRFP_3U1urjMVGnWa3Jg==&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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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风险较大，投资回收期长。从种植风险来看，稻麦种植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抵御能力较弱，在相当程度

上仍然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现状。从市场风险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市场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加大，经

营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此外，稻麦种植前期投入大，如土地流转租金、农机设备、烘干设施设备等，投资回收期

较长。按照 400 亩经营规模测算，上述投资的回收期约为 8.4 年；按照 1000 亩经营规模测算，投资回收期能缩短到 5.2 年。

财政与农担协同支持稻麦种植经营建议

发挥农担体系政策效用，解决种植主体融资难题。江苏省农担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服务。农担体系的搭建以最小的政策代价改变了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痛点。对于银行来说，稻麦种植经营主体的贷款风险由个

人信用为主转为以国有担保公司担保为主，由弱担保变为强担保，增加了贷款意愿；对于经营主体来说，强有力的担保提高了

贷款的可得性，降低了融资成本。由农担公司担保的稻麦种植客户含担保费在内的贷款利率不超过 4.85%，远低于个人信用贷款

利率。

加大创新金融产品考核，确保信贷供给匹配需求。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三农”贷款或普惠贷款以规模为主要维度，导致

银行眼中的“优质客户”在各家银行取得的总贷款额度远高于其实际需求，容易促动客户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增加了贷款风险。

监管机构可以在“三农”贷款考核指标体系中引入创新金融产品考核，驱动贷款银行开发长短期灵活切换的信贷产品。符合银

行准入的合格稻麦种植经营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用款实际需求灵活申请贷款期限，分别匹配短期贷款先息后本、中长期贷款逐期

还本付息的还款方式。贷款银行用实时监控和定期回访的贷后管理管户模式代替逐年审批的审批模式，精准匹配种植户贷款资

金用款需求，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期限错配问题。

实行差异化财政补贴政策，提高普惠性经营收益。财政直补政策在考虑增加种粮农民收益、激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还应

实行差异化补贴，对适度规模优质耕种主体实行额外奖补政策。以江苏省为例，在现有种粮直补政策的基础上，对人均耕种面

积 100～200 亩的种植户增发耕种奖补，对一级稻谷和一级小麦增发种植能手奖补，对直接从事稻麦种植的体力劳动者降低农村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交金额，在保障耕种人口基本收入的基础上，引导行业向高效优质种植方向发展。

财政农担协同保障，切实降低经营成本。农担体系主要解决的是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财政体系可以通过贷款贴息和担保

费补贴降低稻麦种植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经测算，稻麦种植经营主体比较合理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不超过土地租金金额。对

于农担公司担保的稻麦种植客户，财政部门可以委托农担公司对该部分经营主体进行全额贷款贴息。一方面直接降低了经营主

体的财务费用，另一方面及时有效的贷款支持可以帮助经营主体以更低的价格预购农资，从容安排经营进度，进而降低多项直

接生产费用。以亩均 1000 元贷款为例，若财政对 4.05%的贷款利率实行全额贴息，可以节省稻麦经营者财务费用 40.5 元，节省

农药费用 19.8 元，节省化肥费用 40.3 元。财政资金用亩均不超过 40.5 元的贴息政策为经营主体节流亩均不低于 10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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