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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员企业：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与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于 9 月 5 日联合发布了《关

于印发<金融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农办牧〔2022〕

21 号），现将原文转发各会员企业，请各企业根据方案要求，加强与

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争取金融支持，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肉类协会 

                                 2022 年 9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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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 

关于印发《金融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

（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农业银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分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行，各直属分行：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按照农业农村部与中国农业银行战略合作协议的总体安排和具体任

务，双方联合制定了《金融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现予

印发。请各地根据方案要求，加强协同配合，创新方式方法，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  

                                 2022年 9 月 5 日  

金融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落实农业农村部与中国农业银行战略合作协议部署，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思路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以强化金融服务为着力点，聚焦主要畜禽、重点领域、关键主体和全



 

3 

 

产业链发展，创新金融产品，推行精准服务，完善工作机制，探索政

银合作金融服务畜牧业的新模式，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增强畜牧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  

二、基本原则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畜禽产

业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经营主体基础条件，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制定金

融服务方案，增强金融服务的针对性。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畜禽品种以生猪、肉鸡、蛋鸡、奶牛、肉

牛、肉羊等为主，兼顾水禽和特种畜禽，区域上向畜禽养殖大省、大

县、大场倾斜，环节上突出育种、饲养、屠宰加工等，加大对中小户

的帮扶倾斜。  

  探索创新，精准服务。创新符合监管要求的金融服务产品、差异

化信贷政策和多元化融资模式，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推行精准服务，

提高工作效率，防范金融风险。  

  三、主要任务  

  （一）实施重点企业“名单制”管理。将畜禽养殖和饲料饲草生

产头部企业、国家畜禽种业阵型企业、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国家核心育种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

示范单位以及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纳入“名单制”动态管理，实施全

程跟踪服务，分类指导，针对性制定信贷支持、产业链金融、投行服

务、债券承销、融资租赁等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提高对优质重点企业

的金融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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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支持发展设施化规模化养殖。加大对畜禽规模养殖场中长

期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等支持力度，因地制宜支持养殖场户完善基础

设施条件，优化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资源化处理

等设施装备，提升标准化、机械化养殖水平，促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支持大型养殖龙头企业建设种养殖基地、延长产业链条，发展

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业务，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三）支持畜禽良种培育与推广。积极支持国家级和省级畜禽保

种场、保护区、基因库建设，提升畜禽遗传资源保护能力。运用综合

融资支持工具，持续支持优质大型养殖企业主导的良种培育、繁育、

推广等工作，助力提升重点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和育种技术研发能力。

探索建立政研银产合作支持畜禽良种培育的有效载体平台，共同研究

解决在畜禽良种繁育过程中存在的质物价值评估、企业信用评价、产

权流转等难题。  

  （四）择优支持饲草料种植与供应。支持饲草产业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加快建立饲草生产、加工、流通体系，提升饲草料供应能力。

支持发展人工饲草种植，建设青贮玉米、苜蓿、饲用燕麦等优质饲草

基地。支持企业开展饲草种植、收割、加工、储存、运输、销售全产

业链一体化运营，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饲草流通和配送服务体

系。  

  （五）支持现代加工流通体系建设。支持大型畜禽养殖企业、屠

宰加工企业、乳品加工企业开展养殖、屠宰、加工、仓储、配送、销

售一体化经营，提高肉蛋奶精深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引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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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屠宰企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支持畜禽产品主产区配套建设

冷却库、低温分割车间等冷藏加工设施和冷链物流设施，完善冷链配

送体系和拓展销售网络，提升畜禽产品市场流通能力。  

  （六）加大对中小养殖场户支持力度。探索开展畜牧业产业链供

应链金融，对龙头企业提供担保、参与“大带小”模式的中小养殖场

户，优先考虑贷款支持。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大带小”等模式带动中

小养殖场户发展，引导其以产权、资金、劳动、技术、产品为纽带，

通过业务合作和联合经营方式，增强联农带农能力。探索创设针对具

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养殖场户的金融产品，推动解决融资问题。  

  （七）支持智慧畜牧业加快发展。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以金融科技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运用农

行“智慧畜牧”场景和“智慧畜牧贷”产品，助力畜牧业生产经营主

体提升信贷可获得性及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快畜牧业数据资源互通共

享，在养殖场直联直报平台上加载信贷直通车申贷链接，探索开展养

殖主体信用评估，精准对接农行智慧畜牧信贷产品。选择业务基础好、

发展潜力大的省份，银政合作整省推进智慧畜牧金融服务工作。  

  （八）大力拓宽抵质押品范围。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

养殖机械、畜禽活体纳入可接受押品范围，支持具备畜禽活体抵押登

记、流转等条件的地区按照市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积极稳妥开展生

猪、牛羊等活体抵押贷款。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畜禽活体抵押物抵押、

监管、处置等工作。在动产抵押登记的基础上，探索在动物检疫环节

开展自愿在线备案登记，支持银行强化抵押畜禽活体贷后管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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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殖户发放信用贷款。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工作协作机制。各级地方畜牧兽医部门要联合计财部

门，与农业银行建立稳定、通畅的沟通协作渠道，围绕推进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确立的金融支持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细化工作方案，明确任

务分工，责任到人。建立信息共享互惠机制，联合组织开展业务培训，

对工作推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会商解决。 

  （二）健全金融服务机制。加强畜牧业重点领域研究分析，深化

对行业“周期性”运行规律的理解和把握，贴合项目建设周期、畜禽

生产周期和价格运行周期合理创设信贷产品。农业银行要从优化办贷

条件、提高业务效率、完善考核激励等方面，研究针对性倾斜政策或

措施，引导各经营机构切实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全方位满足畜牧企业

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增强企业跨周期经营发展能力。各级畜牧

兽医部门要积极争取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策，引导信贷资

金加大投放。  

  （三）强化典型示范引导。地方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和农业银行要

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及时总结金融支持畜牧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

在主流媒体上大力宣传工作创新以及取得的成效，积极营造金融支持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引导畜牧业养殖头部企业、领先企业

通过技术推广、经验分享、实地帮扶等方式，帮助中小养殖场户提升

养殖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畜牧业整体发展水平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