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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主义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党的重要使命。

“十三五”时期，党制定了决胜小康社会和我国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战略规划，同时也制定了脱贫攻坚的具体计

划。内蒙古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遇到了与全国普遍扶贫不一样的困难，进而在扶贫机制中进行了

积极的改革和创新，以龙头企业带动金融扶贫的“景堂模式”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和缩写。本文主要对“景堂模

式”机制的具体操作的内容以及经验进行总结，并对推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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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金融扶贫创新机制
——龙头企业带动金融扶贫

一、金融扶贫已经成为全国扶贫的重要

力量

在我国，金融行业是扶贫的重要参与力量，

为不同地区和贫困人口设计了各种金融扶贫服务。

比如根据农业特点为不同地区农民提供贷款周期

长、利率低的支农贷款，目前有“油茶贷”、活禽抵

押贷等，同时针对农村土地，还制定了专门的土地

流转贷，为农民脱贫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金融行业对

贫困人口的扶持也越来越重视。一方面，在贫困地

区针对地区特点，不断推出新的扶贫产品和服务 ；

另一方面，积极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开展合作，确保

能够整合多方资源让金融扶贫真正见实效。

二、内蒙古金融扶贫取得十足进展

内蒙古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因素，长期以来有不

少地区属于贫困地区，仅省级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的

贫困旗县就有 38 个。自治区党委针对内蒙古地区实

际情况，专门制定了扶贫攻坚政策，提出了“8337”

发展思路，在自治区 57 个贫困旗县实施“金融扶贫

富民工程”，加快推动自治区贫困地区脱贫。

该工程实施方案（2013—2017 年）总体要求 ：

坚持以脱贫致富为根本出发点，对贫困旗县进行

财政扶贫，同时要以市场化手段运作信贷资金，建

立有效的风险预警防控机制，推动地区脱贫攻坚

政策落实，创新有关制度机制，解决当地贫困人

口贷款难等问题，发挥好扶贫资金专项作用，大

力发展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切实为贫困人口增加收

入、脱贫致富。

作为最早参与金融扶贫工程的中国农业银行

内蒙古分行，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

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其中，农行科尔沁右翼前旗

支行的“景堂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内蒙古特色

金融扶贫创新典型案例。

三、“景堂模式”案例内容

（一）案例背景

“景堂模式”起源于内蒙古科右前旗永进村

刘景堂发展的合作模式。永进村属于浅山丘陵地

貌，面积大约 30 平方公里，人口 2210 人，土地资

源比较丰富，有 2 万多亩耕地。从当地经济发展来

看，永进村主要从事的就是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

业，生产经营状况较好。总体背景可以概括为三

点 ：第一，信用基础好。永进村老百姓民风十分淳

朴，在 2013 年还被评为信用村。第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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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确。近两年来，永进村主要以发展肉羊养

殖项目为主。第三，农牧资源优势明显。自然资源

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案例内容

 “景堂模式”以科右前旗俊伟养殖专业合作

社为依托。当地的养殖大户刘景堂发起建立了专

门的养殖合作社，并吸引当地 20 名贫困户加入了

合作社。为获得金融扶贫贷款，合作社成员将全

部土地承包权抵押，刘景堂将个人养殖产品抵押，

同时政府补贴了部分风险赔偿金，从而获得了 “金

穗富农贷”。该笔贷款由刘景堂个人全程全额担

保，统一购羊、统一管理、统一销售，20 名贫困

户则每年可分得合作社经营利润的 30%，一年一

结，一贷三年，从而实现了产业支撑、项目带动、

大户示范的扶贫富民理念。

2013 年，在 刘景堂带领 下，合作 社 正 式 成

立，主要进行肥羊养殖销售业务。该合作社占地面

积为 1.6 万平方米，土地为合作社成员自有土地，

建设棚圈 2723.36 平方米，生产加工以及办公场所

占地 1000 平方米。合作社具有丰富的养殖经验和

较强的管理能力，雇佣专业养殖人员 2 人，牲畜防

疫工作人员 1 人，杂工 2 人。该合作社年育肥羊出

栏 4 次，平均每次出栏 2000 只羊，羊舍配有防火

器具和专业化的消毒设备。同时该合作社积极扩

展销售渠道，与肉羊销售等多家企业签订合同，确

保合作社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三）案例效果

截至 2016 年 2 月，永进村合作社共获得贷款

530 万元，经济效益大幅增长，2013 年合作社销售

总额达到 800 万元，2014 年提高到 1500 万元，肥

羊数量达到 1.4 万只。到 2015 年，出栏育肥羊总

数达到 1.5 万只，销售总额为 1300 万元。同时合

作社棚圈面积不断扩大，带动周边 13 户贫困户年

均收入提高 2 万多元。到 2016 年，这一合作模式

在永进村获得推广，全村有 130 多户人家参加了合

作社，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超过了 500 万元。

“景堂模式”的成功就在于紧贴当地实际制定

了产业项目，同时确保扶贫贷款资金能够及时发

放，形成了“资金跟人，人跟项目，项目跟政策”

的模式。作为“金融扶贫富民工程”下的成功案

例，“景堂模式”受到自治区扶贫办和农行的充分

肯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

及自治区、兴安盟的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四、经验总结

（一）金融扶贫本质为“造血”式扶贫

在内蒙古地区，帮助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

需要金融产业的有力支撑，为当地农牧业发展提

供资金支持。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将扶贫资金用

于支持优势产业项目，大大提高了扶贫资金规模

效益，真正实现了“造血”式扶贫。截至 2016 年

6 月内蒙古地区的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共计发放贷款

210.78 亿元，支持了41.14 万户 ( 次 ) 农牧民，122

户扶贫龙头企业。

（二）金融扶贫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辅助

科右前旗在脱贫攻坚中，大力发展肉羊养殖

业，并形成了大规模标准化养殖。近年来，当地

政府鼓励各个农区建立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为这些地区提供专门的资金补贴、政策倾斜，同

时进行标准化养殖技术培训，大大促进了科右前

旗的肉羊养殖业发展。

（三）龙头企业的带动

采用已经成型的龙头企业来带动扶贫发展，

或者在起步的时候完全以其为依托，成熟的经

验，顺畅的渠道都会让扶贫资金物尽其用，为金

融扶贫拉开一个漂亮的序幕。被帮扶的贫困户在

参与扶贫合作社的过程中，懂得了信用知识，获得

了收益，更获得了对未来致富的憧憬和渴望。

五、“景堂模式”推广的问题与建议

如果将“景堂模式”在其他地区推广，也有需

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一是这种金融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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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的角度来讲是否都拥有类似的龙头企业，

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以及产业特色或产业结构是否

能够满足贫困户的数量。龙头企业本身是否具备

可持续发展潜力，是否能够保持盈利和发展，并

在此后因扶贫机制获得的收入能够不让脱贫者再

度返贫。二是对于能够积极参与金融扶贫的金融

机构，目前看来政策方面似乎没有很理想的倾斜

和扶持，对于金融机构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可能会

有一些影响。三是“景堂模式”的多种抵押担保模

式中，集体土地承包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以及动

物资产抵押模式都属于创新模式。抵押模式本身

是否具有延续性和可推广性都需要在实践中得到

验证。四是为了让扶贫具有更长期的展望和效果，

金融产业扶贫应当和当地的教育扶贫共同推进。

为克服“景堂模式”发展弊端，笔者认为应

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后进行推广：

第一，进 一步丰富扶 贫 模 式，建 立 股权收

益扶贫、信贷收益扶贫、基金收益扶贫三种扶贫

方式。根据企业和贫困户情况，选择合适的扶贫

方式，同时政府要为企业不同的扶贫方式提供政

策支持，确保扶贫中企业合法利益得到保证。减

轻因扶贫而对地方模范企业的压力，化压力为动

力，促进企业加大资金投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第二，在调动基层商业银行参与扶贫的积极

性时，一方面，可设定地方基层商业银行吸收存款

投放于地方贷款的比例，以及投放于金融扶贫的

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这两个比例可以根据当地具

体情形由政府和商业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在银监

会等直接主管部门进行考核和评定时，可以根据

前面比例实际实施情况进行考核，也可以适当放

宽执行较好的商业银行的呆账损失，不良贷款率

等相应指标作为考核指标。政府方面可适当增加

政府风险补偿金的金额，或通过税收优惠等方面

刺激商业银行参与金融扶贫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农牧民基础金融知识普及培训。

由于农牧民观念相对保守，加上对于众多抵押担

保等专业名词十分陌生，导致他们对于银行贷款存

在较大抵触情绪。为了更好发挥金融扶贫作用，可

以利用村民大会等不同时机，加强金融基础知识

在农牧民中的普及，由银行工作人员或者村委会专

门向农牧民介绍金融扶贫产品。

第四，金融扶贫要与教育扶贫有机结合。在

“景堂模式”中，由于参加农户都有丰富养殖经

验，而合作社不需要这些农户掌握先进技术，因

而对教育水平要求就相对低一些。但是在一些需

要先进技术的企业中，就需要培养贫困户的专业技

能。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与培训机构合作的方式来

确保贫困户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增加他们的就

业机会。在这种教育扶贫中，贫困户的培训费用应

当由专门的助学贷款支付，在培训结束后，再引入

如 “景堂模式”等的金融产业扶贫，从而能够从根

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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