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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绩效评价
蒋 例 利,王 定 祥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400716)

摘 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基础。由于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具有显

著的效益溢出性,加之在培育初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因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离不

开财政金融服务支持,而提高财政金融服务绩效,对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进度和质量意义重大。通过

考察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及其财政金融服务的理论关联与现实状况,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绩效进行评价,最后提出了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服务绩效的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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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初期,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我国传统农业改革进程,极大地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解决了困扰我国多年

的温饱问题。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城镇化

和工业化的加快推进,城乡要素开始自由流动,城乡比较效益差距逐步拉大。城镇化和工业化发

展,不仅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随着农民“理性经济人”意识的逐渐增强,农业客观需要

的劳动力也出现了大量非农化转移,农村空洞化问题日益凸显,使我国传统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难以为继,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于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大力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经营。为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近年来中央出台了多项财政金融政策,包括财政投资、财政补贴、政府购

买、农业信贷、农业担保、农业保险等。在财政金融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中,除了加强财政

金融服务力度外,提高财政金融服务绩效是关键之举。而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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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绩效怎样? 如何提高财政金融服务绩效? 这是当前急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对
改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政策和方式,无疑意义重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金融服务一直是国外研究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就

强调政府应当利用财政金融政策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1]。此后,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关注财政金融服务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机理。如Bourgeon[2]认为,农业生产组织受信息

不对称的影响,使得农业对财政金融服务利用率较低。PaulAllanson[3]运用基尼系数,对苏格兰地

区政府的财政支农补贴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支农对农业增产和农民

增收没有显著效果。GosaandFeher[4]认为,在众多支农服务方式中,财政支持、公共基金和政策性

信贷支农方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更为高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获得资金的成本,但同

时也削弱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减少了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业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服务也开展了丰富的研究。睢党臣、林丽[5]通过关

键绩效指标法建立了我国财政支农绩效评价体系,并运用VAR模型对指标进行分析。研究认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效用最大,而农业科技的财政支农方面现时效果并不明显。汪艳涛、
高强等人[6]以山东省胶州市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就农村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影响进

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对农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以及种养大户的培育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葛永波、赵国庆、王鸿哲[7]利用多元线性回归

方法,选取山东省农业GDP为因变量,以农业税、财政补贴额、农业企业税、农民福利增加额为自变

量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指标中财政补贴对促进农业发展有着更为突出的作用。
李鹏[8]和江维国、李立清[9]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绩效评价体系,认为国家财政金融服

务对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于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呈现不同观点,而国内

的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对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这些研究中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不够深入。本文将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的财政金融服务绩效进行评价,以期对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金融服务创新提供有价值

的决策参考。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财政金融服务的关联机理

(一)概念界定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对应于传统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经营主体而言的。农户家庭作为传统农业

经营主体,具有经营规模小、经营效益低、经营风险大、细碎化精耕细作等特点。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是农业现代化的组织载体,与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农业生产力发展需要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

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生产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等高水平经营组织形式转变,这
些组织通常是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我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的,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国外在土地私有制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经营主体有着产权属性上的显著差异,与农村集体和农户家庭之间有着特

殊的土地产权利益联系。亦即土地要素的所有权在集体手中,承包权在农户手中,经营权通过流转

最终在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手中发挥作用。因此,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在生产经营中协

调处理好集体、农民与自身的利益关系。

2.财政金融服务

所谓财政,是指以政府为主体,在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要求下,政府以及各相关部门单位统一

参与进行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与各经济、政治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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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服务则是政府使用财政政策工具,以通过资金援助、成本和风险分担等方式,引导和鼓励某一产

业的发展。在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中,财政服务通常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产业风险基金等无偿

支持方式,重点在基础性、公共性、风险性等农业投资方面发挥作用。而金融服务则是货币金融部

门使用信贷、担保、保险、基金等手段,对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对等有偿服务,重点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经营性方面的投资提供有偿支持。在现代农业发展中,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的

核心在于,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资金和农业经营风险问题。

3.财政金融服务绩效

绩效评价是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的重要监管内容。财政金融服务

的绩效有相对绩效和绝对绩效之分。相对绩效是指财政金融服务作为投入要素与其产出要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产值相比而得到的相对结果,反映的是一种投入产出关系。例如,每单位

财政金融投资带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产值等,或是处于生产前沿的相对效率。而财政金融

服务的绝对绩效,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服务前后主体数量和经营业绩增长情况之差值,它反映

的是财政金融服务带来的实际影响效果。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财政金融服务的关系

在我国,要推进传统家庭经营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首要条件是要培育与现代农业相匹

配的若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的组织基础。没有大量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农业现代化进程就不可能得到持续推进。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离不开土地、资金、劳
动力、技术、管理、制度等六大要素。在这些要素中,只有资金才是核心要素,其他要素都是通过资

金要素进行驱动组合的。没有资金要素的先导性驱动,其他要素都只是“潜在”的要素而停留在各

自的要素市场,根本无法转换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现实”要素。
那么,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中,资金要素从何而来? 一般有三种来源:一是新型农业经营

者自我资本投入或从合伙经营者手中吸收的股本。这要受其自身和股东的收入与资本积累能力的

制约;二是向金融部门融资。融资数量要受其抵押物、信用状况、项目预期收益、可持续融资能力等

综合因素的影响;三是财政提供援助,从政府部门获得财政支持数量要受到财政支农政策、财政支

农种类、财政预算流程的约束。上述第一种为内源资本,后两种为外源资本。如果内源资本不足,
就需要借助外源资本促进其发展。

而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财政金融服务恰好是帮助解决其外源资本问题,核心是提供资

金要素。财政无论是通过补贴形式还是直接投资,金融无论是通过利率优惠还是追加贷款,都会直

接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的资金数量,帮助缓解其融资难题,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在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公共财政制度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之所以需要财政介入,不仅是

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而且

是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培育期内具有其自身投资能力不足、投资回收周期长、经营成本高、抵
御风险能力较弱的发展特征,因而农业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公共设施投资就需要财政予以补

贴性或投资性支持。同时,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阶段,也能够通过农业项目经营产生比较明显

的经济效益,这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形成一定的吸引力。而金融机构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响应

国家的金融支农政策,通过提供信贷、担保和保险支持农业的发展。由于金融支农的基本条件是要

还本付息,是一种有偿交易,因而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阶段,对那些能够直接产生比较明显经

济效益的生产性投资和风险规避,就客观需要信贷和保险等机制的介入。
综上分析表明,财政与金融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客观存在着职能上的分工界限和

服务边界。财政主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基础条件和公共设施,金融主要服务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性项目。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具有天然的逻辑联系,需
要二者协调配合,提高财政金融服务效率,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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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现状考察

(一)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服务现状

1.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支持政策

为了促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若干财政服务政策。如由早

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至近年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

意见》、《关于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意见》、《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

的意见》等政策,都提出了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支持政策。
总体来看,近年来财政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政策内容主要有:一是制定土地流转激励

政策,推进规模经营。如在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实行整村推进土地流转,吸引更多农民

入股入社,发展现代规模农业,同时,政府通过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业主给予财

政奖励。二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农业项目支持。除国家补贴政策倾斜兑现外,在用电、用水

方面给予保障,重点在农业项目上给予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资支持。三是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适时启动新增土地流转补贴、贷款贴息制度,促其做大做强。四是新增惠农补贴

资金,重点投向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五是农机购

置补贴调整,重心转向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机大户。六是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放开农业经营领

域,主要是建立土地复垦保证金和土地流转风险基金。

2.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支持方式和数量特征

(1)财政补贴。目前我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农机具补贴、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

形式加大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补贴性支持。政府通过各种财政补贴形式,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培育、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业附加值提供了必要的财政保障。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如图1)显示,在财政补助方面,2006-2015年我国农业财政补贴力度稳步上升,2008年以前财政

对农业的补贴水平很低(不足300亿元)。2008-2011年稳定在800亿元的水平。2012年以来,农
业财政补贴年均高达1000亿元以上,2009年以来增速基本保持稳定不变的态势。从贷款贴息来

看,2014年国务院将“不超过5万元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按90%计入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政策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并延续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

准备金所得税税前扣除以及金融企业一般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的税收政策。在农资综合补贴

政策方面,2015年中央财政向各省(区、市)划拨农资综合补贴资金1071亿元。在农机购置补贴方

面,2015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全国所有农牧业县

(场)范围内实施,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补贴机具种类为11
大类43个小类137个品目。

图1 2006-2015年我国农业财政补贴变化状况

此外,国家还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11亿元农民培训经费,继续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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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程,在全国4个省区、20个地市和500个示范县开展重点示范培育。

并加大了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会

化服务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的培训补助力度。
(2)财政投资。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财政投资主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生产设施补

贴投资两部分。由图2可见,近年来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投资呈较为稳定增长趋势,

2015年达到200多亿元,是2011年的2倍多。

图2 2006-2015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补贴投资

(二)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金融服务现状

1.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金融政策

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缺乏抵押物的现实,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

和集约化经营的指导意见》等多个金融支农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健全支持机制,持续

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这些政策主要的金融支农工具包括:通过设立担保公司或

建立风险基金来分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风险;通过财政补贴或降低税率,降低贷款成本,支
持金融机构将贷款投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抵押物品种,改善融资的

外部环境,降低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对投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给予贷款贴息;积
极发展农业保险等。

2.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金融服务方式和内容

(1)信贷服务

金融机构在国家各项财政金融支农政策激励下,积极增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服务,以
不断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图3和图4分别显示了我国农业贷款总量和区域分布。

我国农业贷款由2006年的13208.20亿元提高到2015年的30735亿元左右,10年累计增长了2.32
倍。2012年以来,60%以上的农业贷款都投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涉农企业,但2010年以来农

业贷款增长出现大幅波动并有下降趋势,表明农业信贷机构的谨慎贷款意愿和行为逐渐上升。

图3 2006-2015年我国农业贷款增长状况

从图4所示的区域分布来看,近年来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的重心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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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转移,进一步扩大了中西部地区农业贷款比重,有力地缓解了中西部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难题。

目前,农村合作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主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主体力

量,其涵盖了农业贷款约70%的份额。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我国农信

社改革稳步推进,农业银行关于农村金融服务的改革试点也扩大到全国近1500个县域范围。除

此之外,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168家,已开业机构对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合计占比91%。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实现全覆盖,老少边贫地区金融服务网点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强,银行业连续五年实

现“涉农信贷增量不低于上年、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目标。2015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

农贷款余额(不含票据融资)实现同比增长17.6%,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3.1个百分点。

图4 2006-2015年我国农业贷款区域分布

(2)农业保险服务。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业信贷服务外,我国也建立起了多元化经营

的农业保险机构。特别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完善关于农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保费及其补

贴政策,并发展了商业性和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中国保监会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政策性农

业保险覆盖了主要种养业生产项目的40%,重点开办果品、蔬菜、粮食、肉禽、奶牛五类政策性农业

保险业务。财政给予参保农民50%的保费补贴,各地区可根据实际增加农民保费补贴。此外,政
府还按照确定的政策性险种,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财政给予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险

保费收入10%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在补贴区域上,逐步提高中西部农业的保险保费补贴,实现

各地区农业保费补贴的合理发放。截止2015年底,我国累计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额高达300多

亿元,提供农业风险保障超过2.5万亿元。
(三)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现状及数量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受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取得了明显的进

步。由图5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上呈现了较快的增长。2015年种养大户

数量较2012年实现了44%的增长,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分别增长了7%、103%、

130%。

图5 2012-2015年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情况

首先,从专业大户来看。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以及土地流转规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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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国家支农政策引导下,农业专业大户发展呈快速增长态势。目前我国的专业大户已经达到

360万户,生产范围也逐渐扩大至经济作物、畜牧业、经纪服务等全产业链,专业大户的发展为现代

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其次,从家庭农场来看。2013年国家出台专项政策,以鼓励家庭农场规模化发展。2015年我

国家庭农场数量已超过90万家,经营土地面积高达1300万公顷,经营总收入高达约1700亿元,

实现了较好的发展目标。

再次,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来看。2013年国家出台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法》,极大地改善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法制环境。2015年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约为140万家。与此同

时,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逐渐转变了发展方式,实现了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发展转变,生产上实现了产

供销一体化经营。

最后,从农业企业来看。在国家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下,我国农业企业也得到蓬勃发展。截

止2015年底,我国农业企业规模达到23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20万个,政府对龙头企

业扶植的专项财政投入高达13亿元。农业企业在外部支持和内在经营机制上都有着与其他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无可比拟的发展优势。

四、财政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绩效评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绩效客观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本文选择因子分

析方法,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整体相对绩效进行评价。

(一)模型选择

因子分析是根据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

的几个因子。通过不同因子来分析决定某些变量的本质及其分类的一种统计方法。我们之所以采

用因子分析法,是因为财政金融服务作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不仅影响因素多,无法进行精准

的影响边界测算,而且影响的时间长,需要较长的窗口期进行观察,符合因子分析法的数据处理特

性。其数学模型如下:

设Xi(i=1,2,…,p)为p 维向量,如果表示为

Xi=ai1F1+ai2F2+…+aimFm +εi(m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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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简写为:

X =AF+ε (3)

  称F1,F2,…,Fm 为公共因子,是不可观测的变量,他们的系数称为因子载荷,是特殊因子,是

不能被前m 个公共因子包含的部分,并且满足:

cov(F,ε)=0,F,ε即不相关;

因子得分函数为:Fj =βj1X1+…+βjpXp (4)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财政收入总水平、财政支农力度、金融支农力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数量、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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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增长率、农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服务综合绩效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

实证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经济信息网。实证具体指标及其解释如下:

(1)财政收入水平。国家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反映财政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就越

强,因此财政收入水平的高低可以用来间接衡量财政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能力。

(2)财政支农力度。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支持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直接资

金来源之一,财政支农力度不仅包括资金支农,也包括税收优惠等方面。考虑到大部分税收已减

免,加之目前没有专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支持数据,因而本文采取模糊处理法,选择农林水

事务财政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表示,以大致反映国家财政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支

持力度。
(3)金融支农力度。是指农业贷款与农业GDP的比例,这一指标反映了农村信贷对农业的重

视程度和农村正规金融支农程度。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这里选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整体规模数量作为衡量指标,是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变量。

(5)粮食生产增长率:粮食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其产量会在一定

的范围内随着财政金融服务的提高而提升,因此粮食生产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培育水平。

(6)农业收入增长率:国家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服务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农业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农业收入增长率提高意味着财政金融服务效果较为显著。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效度分析

本文选取适应性KMO和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分析。检验结果见表1。KMO是检验模型变

量相关性的有效指标。一般而言,KMO数值越大,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强。结果显示,实证

数据的KMO值为0.65,大于0.6,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巴特利球型检验,说明变量间的

相关性较强,可信度较高,因此就整理统计结果的适应性分析可看出,此样本数据较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1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0.65
近似卡方 44.68

df 15
Sig. 0.000

  2.方差分析

方差贡献率是衡量因子分析中各因子相对重要程度的重要指标。方差贡献率越大,重要性程

度越大,反之则重要性程度较小。从表2可以看出,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旋转后有3个特征根大于1,

它们分别是2.760、1.537和1.191,一起解释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绩效水平的

91.47%信息。也就是说前3个因子集中体现了原始数据大部分的信息。因此,提取3个公共因子

是合适的。
表2 各因子特征根及方差贡献

公共因子

旋转前

特征根
方差

贡献率%
累积方差

贡献率%

旋转后

特征根
方差

贡献率%
累积方差

贡献率%
F1 2.9328 0.4888 48.88 2.760 46.00 46.00
F2 1.6281 0.2714 76.02 1.537 25.61 71.61
F3 0.9272 0.1545 91.47 1.191 19.86 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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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旋转因子成分分析

由表3可知,第1个公共因子集中在财政收入水平、财政支农力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数

量上。第2个公共因子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增长率、农业收入增长率方面,第3个公共因子主要体

现在金融支农力度上。因此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主要体现在财政服务水平上,为财政服务因

子,而第二个公共因子为产出绩效因子,第三个公共因子为金融服务因子。
表3 旋转前后因子的载荷矩阵

变量
旋转前

F1 F2 F3

旋转后

F1 F2 F3
财政收入水平 0.9566 0.2509 -0.0849 0.98133 -0.04379 -0.14232
财政支农力度 0.8442 0.4129 0.2213 0.93891 -0.05022 0.21931
金融支农力度 -0.2991 0.5700 0.7312 -0.06341 0.13715 0.96237
新型主体数量 0.9744 0.1142 -0.1166 0.94788 -0.13882 -0.24158

粮食产量增长率 -0.3147 0.6755 -0.5535 -0.05335 0.92497 -0.05789
农业收入增长率 -0.4087 0.7748 -0.1286 -0.10024 0.79915 0.36780

  4.综合因子得分评价

上文得出因子旋转矩阵,并运用软件SPSS得到F1、F2、F3系数见表4,再次利用因子得分公

式可以得出对应指标的因子得分及排名。从因子综合评价得分数值情况可以看出,近10年来尤其

是2010年以来,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过程中,财政金融支农服务的整体绩效水平有了明

显的提高,确保了在农业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的增长,为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了积极贡献。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整体绩效得到比较明显的提高,主要归因于:一方面目前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的制度条件基本成熟,为财政金融服务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农村市场

主体环境;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改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及其配合机制,进一步促进了财政金融服务

创新,尤其通过建立财政风险补偿基金、财政支农资金入股分红等创新措施,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外

部风险,为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创造了较为良好的政策环境。

不过,表4显示2014年和2015年财政金融支农服务的整体绩效水平有所下降,表明财政金融

支农服务总体绩效并不处于稳定提升之中,尤其是金融支农绩效并不明显。从图6也可以看出,代
表财政支农公共因子F1与代表农业产出公共因子F2间关系绩效总得分只有2010年、2011年和

2012年落在了高位象限三。而2013年到2015年则出于较低的第四象限中。可见。财政支农服务

绩效总体显著,但不稳定,金融支农服务绩效并不突出。
表4 因子得分及排名

年份 F1 F2 F3 F 排名

2006 -1.71193 -0.3345 -0.56800 -1.07789 10
2007 -1.16715 -0.3913 0.07535 -0.68015 9
2008 -0.79610 1.5645 -0.99164 -0.17757 7
2009 -0.46967 -1.6711 0.32178 -0.63424 8
2010 0.05194 0.2125 1.94055 0.50691 3
2011 0.36778 1.6098 0.27771 0.69600 1
2012 0.61703 0.3772 0.40231 0.50327 4
2013 0.85192 -0.2907 0.86638 0.53513 2
2014 0.95051 -0.6998 -0.90930 0.08464 6
2015 1.30566 -0.3766 -1.41516 0.2439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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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因子得分年度分布图

这种情况与现实高度吻合,从我们对西部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调查情况来看,针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金融服务仍然在一些地方存在服务效率不高的问题。例如,在财政服务方

面,存在着财政扶持资金种类过多、财政资金申请程序较为复杂、拨付手续繁琐、缺乏有效的考核机

制,导致一些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不高。从金融服务来看,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缺乏有效抵押物,农村产权资产还不能顺利地资本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信贷非农化现象比较

突出,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绩效的提升。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

绩效水平,就必须立足于在进一步改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基础上,大力促进财政金融服务创新,积

极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服务,消除财政金融服务的法律制度障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财政金融服务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考察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金融服务现状,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

金融服务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结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客观需要财

政金融服务提供支持,其根本目的在于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提供先导性的资金要素,并分散风

险。近年来,为了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国家相继出台了较多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加大了

财政支持力度,也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力度,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

政金融服务整体绩效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财政服务绩效不稳定,金融服务绩效不明显。实际发展中

还受到财政资金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不高和传统抵押物缺乏、新型抵押物得不到认可等情况,影

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服务的绩效。

基于上述结论,要提高财政金融服务绩效,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需要从以下几

方面加以改善:第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遵循以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坚持家庭承包为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骨干,农业企业并存发展的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体

系。规范和支持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农业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创

造良好的要素环境条件。第二,要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将所有权、承包

权和经营权分离出来,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土地转让合同管理,消除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经营权时限较短而影响农业长期投资的预期。第三,加快构建新型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公共服务机构转变职能,逐步退出经营领域,集中在公益性、外部性较强的

领域开展基本农业服务。重点加强运销服务的建设,培养多元主体,如农产品分销公司、农业服务

公司、农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服务主体,加强农产品在加工、营销、仓储、包装、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服

务。加强服务方式创新,指导建立行业协会和其他自我监管组织,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服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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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深度融合,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第四,继续加大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尤其要增加基础性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补

贴,整合支农资金,提高补贴效率,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管,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第五,改革农业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加快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改革和确权办证,加强农业投资的入股、确权办证,加快推进农村产权资产抵押融资制度创新,切
实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约束问题。为了防范银行信贷风险,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中应加快财政、担保、银行、保险的协调和对接,构建财政、担保、银行和保险分担农业信贷风险的机

制,以提高银行信贷支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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