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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山东各
地农民已纷纷“试
水”家庭农场，但，
这个新概念的解释
有些地方还并不清
晰；财政、税收、用
地、金融、保险等配
套的优惠政策尚未
出台。这种新兴农
业方式的未来，还
有待时间观察。

换个思路经营

寒亭区经管局副局长张广
元曾算了一笔账：以该区益民
合作社开发的“市民农园”为
例，开发前，合作社以每亩地
1000元/年的价格把土地从当地
农民手中承包过来，以每二分
地1200元/年的价格出租给城市
市民，每亩地每年收入6000元，
可净收益3000元。而入社的农民
可以到农园里打工，每天至少
收入50元 ,比原来自己种地时的
收入高多了。

寒亭区曾引导农民办现实
版“开心农场”，吸引城市人
认养耕种。合同期内，“农场
主”拥有对菜园的管理权、命
名权和收获权。每个小农场里
都配套有自来水，拧开水龙头
就可以浇水；大农园里还配有
铁锨、锄头等农具，“农场
主”随时可以来借用，而不用
自己带。至于小农场里种什么
菜，“农场主”自己说了算，
农园提供蔬菜种苗、技术指导
等。寒亭区益民合作社创建的
“市民农园”里，已经有2000多
户“城市农夫”。

在农业经营形态的转型期
间，经营方式可以非常多样。

食品安全的新问题

而家庭农场的兴起，大规
模种养殖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
问题也浮出水面。

今年5月25日，李克强做客
苏黎世农庄“细观”现代农
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成熟的家
庭农场，由利恩哈特家族自1934

年开始经营，从事奶牛养殖、
种植、农产品粗加工等多种经
营。现在的农场主米夏埃尔是
家族第四代。农业现代化一直
是李克强关心的问题，他说
过，采用家庭农场、专业合作

等多种形式发展农业，是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大方向。

按照瑞士的规定，农庄每
年向政府交税，政府也会给予
农庄一定的补贴。政府每年给
予定量的补贴是和农庄的环境
保护与食品安全方面做的工作
挂钩。拿补贴的时候，农场主
要提供环境保护和农产品食品
安全的资料乃至样品。目前，
国内还没有此类监管政策实
施。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只
在省外少数地区推出试点，在
潍坊家庭农场的实际推行过程
中，因缺少法律支持，还存在
着重大现实问题。

融资抵押的困境

家庭农场的融资需求额度
普遍较大。据了解，大部分家
庭农场的贷款额度均在200万元
以上。但因为融资抵押物缺
乏，经营者也在为贷款发愁。

记者发现，银行倾向于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家庭农
场，没有土地作为抵押物，就

必须用其他的固
定 资 产 进 行 抵
押，如果家庭农
场经营者背后拥
有经济实力雄厚
的厂区、或是稳

定的房产，这些也会成为家庭
农场主申请贷款的有利条件。
一位从事鸡鸭养殖的家庭农场
经营者告诉记者，他近期的100

万贷款是靠自己的门面房做抵
押贷到的，最初的启动资金是
靠朋友的公务员身份担保才贷
下来的。

去银行谈贷款时，银行一
般都要求找有稳定收入的群体
作为担保者，公务员作担保的
现象最多。“找人作担保，要
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如果交情
不到份上，没人愿意为你做担
保。”

“国外有以农场主预期收
益作为还款保证的贷款，当
然，这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
配套服务，如保险公司提供量
身定制的保险，这样即使欠收
或绝收，银行也不怕贷款收不
回来。国内，保险不能真正有

效地分散风险，农村金融产品
功能不匹配、不能相互咬合，
使得贷款困难。”

配套政策还有多远

“政府政策尚不明确、缺

乏融资渠道等问题尤为突出。

作为家庭农场的经营者，我们

认为这个产业具有很大发展前

途，现在处于起步阶段的家庭

农 场 需 要 更 多 的 政 策 来 扶

持。”很多家庭农场的经营者

呼吁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和

配套政策。

当前政府部门还未出台针

对家庭农场的相关配套支持政

策，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寿光

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采取的措

施，或许可以为其他县市提供

一些借鉴。寿光市已出台《加

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措

施》，6项措施促进农村金融改

革发展，以解决经济运行中农

民贷款难问题。里面包含了行

政事业收费优惠、农民贷款利

率优惠、金融机构可获风险补

偿奖励、配套完善土地流转市

场等扶持政策。

“银行在大力发展农户、

企业联保以及企业、合作社、

农户间多种组合形式的多元联

保贷款的同时，也要探索发展

订单农业贷款和收益权等权利

质押贷款，继续加大林地、水

域经营权等权利抵押贷款的发

放力度。政府要完善中介及配

套服务体系，推动建立以土

地、山林、水域等承包经营权

为对象的县、乡级产权评估、

交易服务中心，规范并降低中

介服务收费标准。”社会学家

马光川表示，家庭农场是新生

事物，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会将新

生命扼杀，政府应尽快出台政

策，来发展壮大这个行业。

一个问题解决了，许多问题就又出现了

农场之路

路有多远
本报记者

杨万卿 丛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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