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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 ,新疆兵团分行 9各直属分行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 发匚2017〕 1号 )提 出,要

推进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特色~农 产品~优 ~_

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创新园和田园综合体(以 下简

称
“
三区三园一体

”
)。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 ,做 好

“
三区三

园一体
”
建设金融服务 ,培 育全行

“
三农

”
和县域业务新的增长点 ,

现提出以下意见。

“
三区三园工钵

”
是中央

ˉ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l± 改革

`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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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抓手、载体和平台。中央提出建设
“
三区

三园一体
”
以来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进 ,国 务院专门出台了

《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

(国 发E2017〕 24号 ),财 政部、农业部、科技部也先后出台文件 ,部

署
“
三区三园一体

”
创建工作 ,并 于近期启动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创

业创新园和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根据国家有关规划部署 ,未 来

3-5年 ,“ 三区三园一体
”
将进入集中建设期。

“
三区三园一体

”
代表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集 聚了

“
三农

”

发展的优势区域和先进业态。园区内涉农优质客户和项目集聚集

中,且 市场化运作程度高 ,与 市场联接紧,各级政府政策和资金支

持力度大,发展环境优 ,社会关注度高 ,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
三

衣
”
平仁畋覃巽羞主玉L∶∶三~区 三园=体∷客户和项目信史殳金需~

求旺盛 ,金 融需求丰富,为
“
三农

”业务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势 必成为同业竞争的新焦点。做好
“
三区三园一体

”
建设金融

服务 ,既是我行贯彻中央部署要求、积极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必然要求,也~是 贯彻落实行党委确定的服务
“
≡衣:‘丿Ⅱ~新 、

特
”
市场定位,推 动

“三农
”
和县域业务持续健康有效发展的内在需

要。

各行要充分认识到做好
“
三区三园一体

”
建设金融服务的重要

意义⒐紧紧围绕国家有关规划部署 ,切 实把
“三区三园一体

”
建设作

为全行服务
“
三农

”
的重要领域。各行要按照本意见要求 ,结 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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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找准定位,突 出重点,积 极 刂新,强 化保障,重 点推进 ,努 力在金

(一 )着力支持粮食生 功能区建设。紧紧围绕国家划定的水

I-ˉ 稻、小麦
`玉

米生产功能区,落实中央兰藏粮手地L要 求 ,着 力支持功

能区内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农田改良、骨干和中小农田水利

设施、节水灌溉、污染土壤治理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 先支

持纳入省级以上政府规划、具有稳定经营现金流、还款和担保有保

一 障钓 PPP项 目、投贷联Γ动一项目和市场化运非项 哥σ围绕申央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求,积 极支持国家涉农骨干企业、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 ,力 争对国家级、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服务覆盖面分别稳定保持在

80%、 60%以 上。围绕粮食收储、流通和加工,择 优支持从业经验

丰富且与收储加工企业有稳定合作关系的粮食经纪人 ,以 及竞争

力较强、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粮食企业;支持流通主体购置

烘干、整理和质检设各 ,以 及新建、改扩建粮食仓储设施和发运接

卸设各。

(二 )着力支持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抓住国家调整玉

米种植
“
镰刀弯

”
区域结构机遇 ,以 东北和内蒙古为重点,择优支持

从事大豆种植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围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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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棉花优势区域布局规划》,以 新疆为重点,大 力支持高标准示范

棉田建设、原种繁育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择优支持棉花

种植规模种植企业和专业大户,有 选择地支持符合国家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方向和我行信贷政策要求、技术先进、市场前景较好的棉

花加工企业生产线改扩建项目。以湖北等油菜籽主产区为重点 ,

积极支持重点保护区内的种植、收购专业大户,择 优支持油菜籽加

工企业生产经营。深化与海南农垦、云南农垦、广东农垦等行业龙

头企业的合作 ,积极支持保护区内天然橡胶核心胶园、生态胶园示

范区建设。围绕 国家《糖料蔗主产 区生产发展规划 (2015—

zO⒛ )》 ,大 力支持广西、云南糖料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重 点支持

广西糖料蔗
“
双高

”
基地建设和云南糖料蔗核心基地建设项 目,积

极支持两省区糖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生产经营和
“
公司+基地+

农户
”
带动下的蔗农种植。

(三 )着力支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围绕全国《特色农产

品区域布局规划(2013— ⒛⒛)》 ,总 结我行支持特色农业的成功做

法和经验 ,将 支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与我行服务
“
特色三农

”

定位要求结合起来,全 面支持各地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突出

做好福建十大特色农业、云南高原特色 业、新疆林果业等特色农

业优势区金融服务。备分行要结合本地实际以农业部、林业局认

定的特 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支 持本地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

工作。在优势区内,重 点选择支持 各一定规模的特色农产品种

养户9有 品牌、有市场、有技术、有拳头产品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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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项目。

部开展的国家现  业产业园创建工作进展 ,积 极做好营销对接。

调查 ,综 合运用信贷、投资 v基金、债券、理财、互联网金融等各类工一

具 ,制 定全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力 争金融服务覆盖面达到

100%。 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要 重点营销支持园区内核心龙头

企业、批发市场和企业集群 ,择优支持园区内与核心龙头企业或批

发̈市场建立紧密利-益联锆机制斯基-地建设项 目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发展。加强与园区管委会合作 ,系 统支持

园区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仓储物流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物联网、电商等
“
互联网+现代农业

”
项目,以 及生态循环农业、特

色农业资源开发等绿色农业项目。

(五 )着力支持农业科技园建设。围绕国家《
“
十三五”

农业农

村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确定的到 zOzO年 建成 30个 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300个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3000个 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目标 ,进 一步深化与国家科技部的战略合作关系,持 续深入开

展
“
百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
专项营销服务行动,不 断加大对国

家农业科技园的支持力度。到 zO⒛ 年 ,争取对国家级园区和示范

区的金融服务覆盖面达到 100%,省 级园区的金融服务覆盖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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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0%以 上。重点围绕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支持有品牌、有专利、

有市场的种业 自主创新企业、智慧农业企业、农业生物制造企业、

现代海洋农业企业、现代林业项目、高端农机装各制造企业等。

(六 )着力支持农村创业创新园建设。围绕国家
“
双创

”
战略 ,

在农业部公布的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目 录中,择 优选择

一批功能定位准确、配套设施齐全、政策环境 良好、辐射带动能力

较强的园区(基地)予 以支持 ,重 点支持位于国家认定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科技园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内的园区(基地)。 在

积极支持市场化运作、符合我行信贷管理要求的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 目的同时,突 出支持四类创业创新客户:政 府增信类客户,产

业链带动客户,具 有核心技术和稳定市场、能提供有效担保的客

户 ,以 及有真实完整数据信息、信用记录良好的电商客户。

(七 )着力支持田园综合体建设。认真总结我行支持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的成功做法和经验 ,把 田园综合体作为服务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和
“
四化同步

”
建设的新载体 ,主 动对接备级财政和

农业综合开发部门,密 切跟进国家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进 一步加

大产品、政策和服务模式创新力度,努力为田园综合体建设提供全

方 全流程一体化金融服务,力 争金融服务全覆盖。要根据田园

产业
“三产融合

”
、农业文化旅游

“三位一体
”
目标任务,结 合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优 先 择支持产权清晰、运作规范、特色鲜明、区

__  泯  ~



三、不断健全
“
三区三园一体

”
金融服务体系

(八)完善
“三区三园一体

”配套信贷政策。在总行年度《
“
三

农
”
和县域信贷政策指引》中,将∈三区三园一体

”
作为

“
三农”金融一

服务重点领域 ,明 确支持的目标对象和政策措施。在已出台粮食、

棉花、花卉、烟草、苹果等涉农行业信贷政策基础上 ,总 行要加快研

究完善和出台大豆、油菜籽、天然橡胶、糖料蔗等重要农产品行业

———信贷政策 9指 导分行研绕Hll一定一批特色农产品行业信贷政策犭钅←——

对
“
三区三园一体

”
建设中涌现出的新主体、新市场、新业态 ,适 时

制定或修改完善相关信贷业务管理办法和审查审批指引。对
“
三

区三园一体
”
重大建设项目,探 索实施整体授信、预授信、平行作业

等办贷方式,提高信贷业务运作效率。

(九 )力口强
“三区三园一体

”
针对性产品创新。针对

“
三区三园

一体
”
建设重点和金融需求特点,分 门别类打造金融服务专属产品

箱。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丿针对
“
两区”

内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需求 ,要 深入研究、充分运用国家

耕地保护和土地整治规划政策 ,积 极创新 PPP、 投贷联动等融资产

品,优 化完善农地整治贷款、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贷款等产品。对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各 分行要针对区内优势特色农产品研发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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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努 力做到一区一特色、一行一路径。对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科

技园,要 研发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产业链贷款、农业科技

企业贷款等产品。对农村创业创新园,在 现有个人信贷系列产品

基础上,研发推出创业创新贷。对田园综合体,整合我行美丽乡村

贷、土地整治贷款、旅游贷款、农家乐贷款等产品,努 力为田园综合

体建设提供一揽子融资解决方案。

(十 )分类制定
“三区三园一体

”
综合全融服务方案。各行要针

对辖内
“三区三园一体

”
建设实际,积极围绕地方政府实施规划,因

地制宜制定集基础金融服务、融资服务和增值金融服务于一体的

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重 在提供规模化融资服务。对
“三园

一体
”
内产业链核心客户和重点左义企型⊥重止韭翌盔~类~黜 资服

务 ,视 需要为客户提供贴现、保理、并购重组和投融资常年财务顾

问服务 ,融 资租赁、信托、产业基金等多元化融资替代服务,及企业

年金、代发工资等增值服务;对
“
三园一体

”
核心客户上下游中小客

户、商户和辐射带动农户,提供简式快速贷、自助循环贷、农村个人

生产经营贷款、农户小额贷款、助业贷款等融资服务 ,同 时满足结

算、理财、惠农卡等其他金融服务需求;对
“
三园一体

”
核心客户高

融服务。

(十一)探 索构建
“三区 园一体

”
专属服务模式。在营销拓展

-8~



授权层级统一,统 一审查审批标准,实 现
“
一次调查、一次审查、一

次审批
”
9同 时落实限昨办结制度,实行优先审查审批 ,提高审查审~

批效率。在风险缓释模式上 ,创 新农村相关产权抵押方式,积 极推

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产权或收益权抵质押 ;在

粮食、棉花、糖料主产区和天然橡胶等特色农产品优势产区,探 索

大宗农产品存货或仓单项押 -丁 加驵与地方-政 府农业和财政等部丬耳~

合作 ,推进农业担保公司合作和财政惠农补贴资金担保模式。探

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订单质押。对于诚信记录和品行 良

好、前期 自有资金投入大、生产经营稳定、产品市场波动较小且通

过保险缓释风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探 索实施多户联保和信用

贷款模式。

(十二)强化
“三区三园一体

”互联网金融服务。把
“
三区三园

一体
”
作为互联网金融服务

“
三农

”
的重点区域 ,积 极搭建各类应用

场景推进一号工程实施。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

护区,要结合国家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财政直补、政府增信、信用村

信用户建设等政策措施 ,积 极采集农户有效数据信息,上 线推广

“
惠农 e贷”

产品。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总 结福建安溪
“
快农贷

”

-9—



产品成功经验 ,依托地方政府监管平台、批发市场、龙头企业、电商

平台等 ,创 新搭建互联网金融服务有效对接平台,将互联网金融服

务与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质量认证、品牌保护等结合起

来。在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创新园和田园综合体 ,要 加

强与地方政府、园区管委会和园内核心龙头企业的合作 ,争 取把我

行互联网金融服务
“三农

”
平台和产品镶嵌到园区的运营管理系统

中去 ,实 现与
“
三园一体

”
建设的互赢共生。

四、加强
“
三区三园一体

”
建设金融服务的支持保障

(十 三)加强组织推动。总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要把
“三区三

园一体
”
建设作为今后几年

“
三农

”
金融服务工作的重点领域 ,在 发

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中加强部署 ,画 好金融服务的规划图、施工

图、路线图和火线图。要根据国家推进
“三区三园一体

”
建设规划

部署和项目清单 ,自 上而下确定营销名录和目标任务 ,落 实营销责

任 ,倒 排营销工期 ,确 保任务到行到人。要动态监测营销进展 ,加

强督导指导。对重点区域重点园区重点项 目,总 分行要加强系统

联动行司联动,制 定营销指引和服务模版 ,积 极开展
“
总对总

”
营销

和源头营销。将营销服多
“
三区三园一体

”
情况纳入分行三农金融

事业部绩效考评指 体系,引 导分支行主动调整优化
“
三农

”
客户

案例 ,并 在全行
“
三农

”
好产 、好政策、好模式、好案例视频交流会

宣讲推介。

__ 1rl __



政策协同等方面给予差异化支持。各分行 要加强与地方政府主

将我行金融服务方案纳入到申报方案中,争 取项 目营销主动权。

—̄——发挥我行综合化经营平台优势歹力口-强 集团合成行司联动,积极在

“三区三园一体
”
金融服务中引进投资、租赁、基金、债券等新型融

资工具 ,提 升我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依托我行县

域高端客户上市推介会载体 ,优 先选择
“
三园

”
内优质企业进行推

介 。

(十五)加强资源保障。总行根据国家
“三区三园一体

”
建设进

度和我行营销计划,合理下达有关分行涉农贷款计划和县域贷款

计划,充 分满足
“
三区三园一体

”
信贷投放需求。统筹运用

“
三农

”

战略固定资产计划、费用计划和工资计划,适 当向
“
三区三园一体

”

相关业务倾斜。各分行对辖内
“三区三园一体

”
重点投放区域和项

目,要优先安排信贷计划和经济资本计划,并 倾斜安排营销费用和

奖励工资 ,调 动分支行营销拓展积极性。

(十 六)力口强风险防控。严格
“三区三园一体

”
客户准入 ,优 先

选择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经营现金流充足、市场前景看好的客户和

项 目;对 政府背景类项目,严 格遵守中央和监管部门规定 ,严 防地

方政府以
“
三区三园一体

”
为名违法违规融资。建立健全信贷支持

—— 11 ——



“
三区三园一体

”
风险缓释机制。深化与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

战略合作,优 先选择
“
三区三园一体

”
内的合格客户共同协作支持。

抓住国家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探索试点农

产品价格和收入保险机遇,创 新开办银保合作信贷产品。加强
“三

区三园一体
”
产品和信贷政策后评估9避 免创新风险。定期监测分

析
“三区三园一体

”业务风险变化,对 重大风险及时采取化解措施。

(十七)加强宣传汇报。总行建立金融服务
“三区三园一体

”业

务监测体系,定期监测分析业务发展和社会效益情况,及 时总结服

务成效和亮点,并 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报告,通过权

威媒体向社会各界宣传 ,不 断提升我行服务
“
三农

”
良好品牌形象。

各分行也要加强本行服务
“三区三园一体

”
特色和亮点的宣传

报,努力为我行
“三农

”
金融服务工作开展创造良好氛围。

附件 :1。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单(第 一批)

2.全 国第 1-7批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名单

3.18个试点省份上报财政部的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名单

4.⒛17年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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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忤h·函懿 Δ代农业产业园名单
·1(笫一托 )(略 )  j二 一· ∵ 亠̄==∴

附仵 2:全国 ⒈ 7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名单

全国第卜 7扌亭L国家农蚍科技园区名单

肝
~ˉ

瞥巅 谊治区〉
^市

一

跏

ˉ — —

—

`一

亏 简称 撅

铘 宿 州 安徽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宿州 2

安 徽 芜湖 丞徽芜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芫湖 3

安徽 Δ
囗 安徽合肥国宏农业蜒 ~ 安徽台肥 ~ 5

安徽 铜陵 安徽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铜陵 5

0
^妄

徽 安庆 安徽安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安庆

胖 埠 肘 圩 屮 终 伥 亚 件 玟 四

7 安徽 阜阳 安徽阜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阜阳
-8~ 硼 马鞍山 安徽马鞍山国家农业科菽围区

~~~~~ ^安
徽马鞍山 6

9 安徽 滁少 安徽滁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滁州

安徽 池 帅 安徽池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池州 6

安徽 淮北 窒徽淮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淮北 6

12 安徽 亳 州 安徽皇Ⅲ里家荻ll,赳技围灭 击 铀 亭 jl,l 7
- 13j工 -   

安徽 宣城 安徽宣城国家荻业科技菌匡
ˉ

安徽宣城 7

安徽 六安 安徽六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六安 7

安徽 淮南 安徽淮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徽淮南 7
亠呆 昌平 北京昌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北京 昌平 I

亠只 顷义 北京顺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北京顺义 3

亠只 通州 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 北京通丿刂l
亠只 延庆 北京延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ˉ 北京延庆 5

亠只 房山 北京房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北京房山 7

2⒈ 北京
^密

云
ˉ
北京密云国家农亚科技园区

^
北京密云 7

22 兵 团 胡杨河 新疆兵团胡杨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新疆胡杨河 7

兵 团 石河子 新疆兵团石河子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兵团石河子 l

四 兵 团 阿拉尔 新疆兵团阿拉尔国家虫业科技园区 兵团阿拉尔 3

兵 团 五家渠 新疆兵团五家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兵团五家渠 4

兵 团 五 一 新疆五一农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新疆五一农场 6

兵 团 农科院 新疆兵团农科院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兵团农科院 71∶
大连 金川 大连金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大连金州 2

大连 旅 顺 大连旅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大连旅顺 4

福 建 漳丿 福建漳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福建漳州 l

福 建 宁德 福建宁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福建宁德 5

福 建 泉川 福建泉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福建泉州 5

福 建 龙岩 福建龙岩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福建龙岩
34 福建 邵武 福建邵武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福建邵武

福 建 三明 福建三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福建三明 7

甘肃 定西 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定西 I

甘肃 天水 甘肃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天水 3

甘肃 武威 甘肃武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武威 ī

甘肃 酒泉 甘肃酒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酒泉 ‘

0o 甘肃 张掖 甘肃张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张掖 6

甘肃 自银 甘肃白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白银 7

甘肃 甘 南 甘肃甘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甘南 7

甘肃 临夏 甘肃临夏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临夏 7

广东 广丿 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lx 广东广州 l

广 名 湛江 广东湛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广东.9il汪 5

广东 珠 海 广东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广东珠海
△⒎ 广东 河 源 广东河源囝家农业秭技园区 广东河源

i′ l叮

韶关 广东韶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广西百色国家农业科技园江

广东韶关  丨

广西百色  |
广V犭 丬∷海  }

:  !百色

J¨

`ˇ

北 冉 广珀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L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