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张振京 2024年3月6日 E-mail：zhgnxb@126.com

20

发挥期货市场功能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大商所多方协同发力共助农民增收

□ 本报记者 霍云鹏

2023 年
末，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
提出“完善联农

带农机制，实施农
民增收促进行动”。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要求“强化产业发展联

农带农”。联农带农成了
新一年度“三农”工作的关

键词。多年来，大连商品交易
所（以下简称：大商所）积极发

挥期货市场功能，充分调动合作
社、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积极性，

大胆探索联农带农机制，通过“保
险+期货”等方式服务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6000余家、支持农户超
180万户，推动形成了多方协同发力，
共促农民稳收增收、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长效机制。

早在2004年，大商所推动黑龙江部分
农户与企业合作尝试“先卖后种”、实现增
收的故事在“黑土地”上传为佳话。当年，

国际大豆价格在春季创下15年新高后
一路走低，东北产区大豆价格也从高点的约

1.7元/斤跌至约1.2元/斤。而在大商所的呼吁
下，一些东北豆农在春耕时即依托合作组织或
龙头企业以高价卖出大豆期货合约，并在秋收
后参与交割或以低价平仓，相比大豆收获后通
过现货市场出售，每斤多赚了0.5元，有效避免
了“豆贱伤农”、促进了农民增收。

2005年，大商所以“先卖后种”为基础，着
手实施免费培训、送期货信息下乡、推广“公
司+农户”“期货+订单”模式的“千村万户”市
场服务工程，旨在增强农民市场意识、促进粮
食生产组织化，为农民搭建起与现代市场联系
的桥梁。渐渐的一些农民也开始通过成立公
司、协会等形式发展规模化生产，在期货公司
的协作下，参与期货市场，规避经营风险，不仅
稳定了种植利润，同时也实现了农业生产要素
的优化配置，为当地粮食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
活力。

2015 年，大商所结合多年来在田间地头
的实践经验，首创农民对接保险、保险对接期
货的“保险+期货”模式，开辟了金融业联合助
农的新路径，之后又通过在后端引入基差收
购、扩大试点覆盖范围等方式不断提升对农
民的保障程度。2023年，聚焦“春耕融资难”和

“秋收售粮难”问题，大商所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系统性引入商业银行和龙头企
业，进一步整合各方力量，“保险+期货”升级版

——“银期保”应运而生。据业内人士表示，“银
期保”打通了粮食种、收、卖各环节，将收益保障
扩展至整个经营周期，形成了银行提供信贷支
持、保险保障种植收入、期货转移价格风险为一
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真正实现了“种粮有资
金、产粮有人收、减收有人赔”。据初步统计，8
个“银期保”项目共服务规模化种植主体22个，
覆盖种植面积33.24万亩，涉及保费1942万元、
贷款数额6678万元，预计赔付率达140%。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大荒集团）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一直
以来，高度重视联农带农工作，积极发挥自身
组织化程度高、规模化特征突出、产业体系健
全的独特优势，通过组织农户成立多种形式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为农户提供多样
化的农业服务，同时也主动利用“保险+期货”
为农户增收保驾护航。参与“银期保”项目的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五农场有限公司董事
长苑庆伟告诉记者：“对农民来说，规模化、机
械化种植在带来高产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
资金需求。有了‘银期保’，前期银行为我们农
户提供了 100多万元的贷款额度，保障了种地
的资金问题；龙头企业还与我们提前签订了销
售订单，解决了粮食销售的问题。在往年种植
收入保险的基础上，前前后后农民得到了更多
的支持与保护。”

负责八五五农场项目大豆收购的黑龙江
省满昌粮油加工有限公司经理邵鹏认为这个

模式对企业、农户均大有裨益。“现在消费者对
‘吃得好’越来越看重，我们的下游客户也对产
品品质有着较高要求。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提
前锁定了优质的大豆粮源，为下一步生产经营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们还给农民一个
售粮后二次点价的机会，即使后期价格上涨，
农户仍然有机会享受到上涨的收益，可以说是
双方共赢的好事。”

利用“保险+期货”在成本账和收入账中
找到增收稳收答案的，还有很多养殖合作
社。作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视、市场化程度最
高的“保险+期货”应用领域，饲料养殖类项目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养殖户管理采购端饲料价
格上涨，以及销售端生猪、鸡蛋价格下跌风险
的重要选择，也是各地方政府财政和大商所

“农民收入保障计划”支持的重点领域。仅
2023 年，大商所通过“农民收入保障计划”累
计支持合作社和养殖企业 226家、带动养殖户
6293 户次，助力从事养殖生产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实现增收。

除了直接服务于农民稳收增收，大商所还
聚焦农业产业链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效应，积
极发动产融基地“上一课、拉一把、带一程”，推
动上下游企业稳健发展，产业链整体“稳链”“强
链”。记者了解到，仅2023年，69家农产品产融
基地举办各类市场培育活动 107场，覆盖企业
4000余家次、参加活动人员近万人次，既促进了
上下游涉农企业学好、用好期货、期权等工具实

现稳健经营，也使得一
批收粮企业能够将保底价
位、二次点价等条款写入收购
合同，从而间接起到了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作用。

据统计，2023 年，大商所 12 个农
产品期货和6个农产品期权品种合计年
度成交超 13亿手、日均持仓超 800万手，
市场保持稳健运行，流动性水平合理充裕，
有效承接了涉农主体市场风险，产业参与度
进一步提升，为服务“三农”夯实了市场基础。

在中国大豆产业协会执行会长唐启军看
来，建成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不
仅仅是黑龙江，也是我国其他有条件地区重要
的农业发展方向。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的

“一人一亩三分地”模式存在诸多局限，必须要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现代化生产经营，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在这
一过程中，“资金从哪来、风险谁来担、产品卖
给谁”等农民自身难以应对的问题会接踵而
至，建立产业企业和金融机构携手助农的新机
制势在必行。“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
的背景下，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作物
和农产品‘卖得上价、卖个好价’，这与期货市
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功能不谋而合。期
待期货市场进一步扬己之长、联系各方，不断
探索优化联农带农机制，更好服务农业产业和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唐启军说。

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作为原国家级重点帮扶县，经国
家和社会多方的共同努力，“两不愁三保障”得到落实，教
育医疗、文化旅游、农林牧渔等产业不断发展。广发期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期货）不忘初心使命，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自2017年起连续7年对江城县进行全方位精准
帮扶，助力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江城县康平镇高地社区作为昭通移民集中的一个地
区，茶产业是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主要产业，但社区基础
设施普遍薄弱，茶园生产道路基本为土路，且江城每年雨
季持续时间长、降水量大，土路冲毁严重，严重影响到居
民们的生活、生产。广发期货“乡村振兴工作小组”结合
实地调研结果和当地民众的需求收集，捐赠 10 万元用

于支持康平镇高地社区居民小组茶园提升建设项目，对
居民小组生产道路进行路面硬化，为小组内的居民提供
了一个安全、便捷的生产环境，并对茶园环境进行了整
治，对部分茶树进行了养护改良。康平镇高地社区居民
小组茶园提升建设项目，受益 264户农户，为 813人提供
了培训、就业机会以及安全的工作生产环境。

同时，广发期货捐赠10万元用于支持江城县康平镇
中学学生桌椅改造，575名学生受益，还增设了洗澡间，让
学生在冬天也能洗上热水澡。

下一步，广发期货将继续砥砺前行，践行使命担当，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广发
力量”。 何佩思

近期，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
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正式发布，文中提及七次“金融”、
六次“保险”、一次“保供稳价”，再
次为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服务“三
农”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政
策性指导。

作为“世界 500 强”，中国五矿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金融期货平台，
五矿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矿期货）将持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立足自身优势特色
和功能定位，继续秉承“特色、精准、长效”的理念，以“保
险+期货”这一金融创新工具为抓手，全力以赴、尽锐出
战，为服务“三农”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建设贡
献“期货力量”。

联农带农 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

“保险+期货”是期货行业利用大宗商品价格风险
管理专业优势，发挥保价稳供功能联农带农、助力农业
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五矿期货是国内首批开展“保
险+期货”的期货公司。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当
地支柱产业——西盟天然橡胶是五矿期货开展的第一个

“保险+期货”项目。从2017年到2023年，五矿期货已累计
保障天然橡胶2.65万吨，覆盖种植面积超52万亩，向西盟
县胶农赔付2073.79万元，惠及胶农超两万户，其中，脱贫
户近1万户，为胶农提供“看得见”的价格风险保障。

在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户生猪养
殖场内，猪舍敞亮整齐，数百头生猪膘肥体壮。三年来，
五矿期货不断摸索和创新结对帮扶模式，成功打造出

“保险+期货”助力乡村振兴的“沿河样板”，并获评中国
期货业协会“保险+期货”优秀案例。2020年，首单项目
农户就获得186.27万元的赔付，农户从尝到甜头到逐渐
吃下“定心丸”，项目累计覆盖生猪超 10 万头、赔付
255.44万元，为生猪养殖户提供价格波动“避风港”。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下辖区县，五矿期货不
断深挖“保险+期货”模式内涵，引入农业核心企业流转
土地种植主粮作物，利用“保险+期货”收入保险模式保
障种植地块的亩均收入，并联合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
银行普惠金融部门为其进行信贷服务，降低了流转土地
和农资的资金压力，种植周期结束后企业售粮收入优先
还贷，形成了“保险+期货+银行信贷+核心农企”的新模
式，稳定了种植收入预期，在粮价波动时，企业和农户种
植积极性不会受到影响，从而稳定粮食产量。

截至目前，五矿期货的“保险+期货”业务已遍布全
国14个省近70个县（区），涉及天然橡胶、苹果、生猪、棉
花等 10个品种，项目总保费约 1.3亿元，保障现货 39.3
万吨，累计保障金额 25 亿元，理赔金额共计 9207.4 万
元，惠及农户29.2万户次，服务合作社232家次、家庭农
场 151家次、涉农中小微企业 28家次。在实践中，五矿
期货逐步推动形成了多方协同发力，共促农民稳收增
收、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多措并举 唱响富民强村主旋律

春时到处是新景。20余年来，“千万工程”久久为
功，花开四野，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
众。五矿期货也是躬身这项民心工程的万千助力者之
一，通过党建共建、定向捐赠、产业帮扶、教育帮扶等方
式，探索强村富民新路径。

2023年，对于陕西省延长县白家窑科村的果农们来
说，是个“丰收年”，该村年苹果产量达180万斤，果品收入
达600万元，果农户均收入接近9万元，沉甸甸的苹果装满
果农“致富钱袋”。丰产丰收的背后，是五矿期货不遗余力
的支持，2023年，五矿期货持续投入28万元产业帮扶资
金，为白家窑科村安装太阳能杀虫灯68盏、智能监控5个、
气象监测站1座，以数字化果园建设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
效，在全村果业科学高效管理上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目前，五矿期货累计捐赠乡村帮扶资金近 900 万
元，分别在陕西省延长县和紫阳县、贵州省沿河县、云南
省彝良县、河南省桐柏县、甘肃省秦安县、安徽省太湖
县、四川省金川县等地开展产业帮扶、居住环境提升、教
育和消费帮扶等行动。同时，五矿期货还通过与帮扶地
区签订党建结对共建协议等方式，实现资源整合、优势
互补，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产业变旺了，硬件升级了、民心变暖了，一个个坚实
的脚印，留下的是“五矿期货人”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的铿
锵足音，面向新征程，“千万工程”仍在不断深化。肖晶晶

全产业链价格风险管理的创新探索
——中信建投期货引入“保险+期货”解决养殖企业融资难题

□ 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 廖湘俊

广发期货履行社会责任 精准帮扶显成效

五矿期货以“保险+期货”激发产业新活力

▲五矿资本总经理赵立功（右三）与五矿期货董事长杨宝宁（右二）一
行赴云南省彝良县开展定点帮扶调研

重庆市黔江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和重庆市东南部
中心，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全国一类革命老区。生猪产
业是黔江区农业龙头产业，已连续 16年获得全国生猪
调出大县奖励。全区成规模的生猪养殖场达 340 家，
2023年生猪出栏79.09万头，黔江区生猪产业不断发展，
基本形成了集繁育、饲养、屠宰、加工于一体的生猪全产
业链雏形。

在黔江区，生猪养殖是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但
传统的生猪养殖收益不确定性较大。在成本上涨和猪价
下跌的双重风险下，当地生猪养殖亟需找到能化解养殖
价格风险的办法。

将“保险+期货”
金融惠农新工具引入黔江区

重庆市黔江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集团）定点帮扶地区，在中信集团的统一
部署下，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期货）深入了解当地生猪产业发展现状，积极
发挥专业特长，协调内外资源，将“保险+期货”金
融惠农新工具引入黔江区，于2020年和2021年
先后落地当地首个生猪饲料成本和生猪价格

“ 保险+期货”项目。此后，风险保障规模逐年
扩大，持续帮助生猪养殖户同时锁定饲料
成本上涨风险和生猪出栏价格下跌风险，
并深入探索生猪全产业链价格风险管理
模式，再度创新引入银行参与，将“保
险+期货”基础模式扩展为“保险+期
货+银行”模式，为养殖企业提供生猪

活体抵押贷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锁成本保收入产业两端有保障

在养殖采购端推出

饲料成本保险，保障养殖成本不过高。2020 年 8 月，为缓
解养殖户的成本压力，中信建投期货在黔江区成功落地
当地首个“保险+期货”项目，为 156 户养殖户的 5.4 万头
生猪提供了 3 个月的饲料成本上涨风险保障，保障金额
达 3418 万元，并实现赔付 263.79 万元，赔付率高达 164%，
帮助养殖户每吨饲料节省成本 195.4 元，养殖户自缴部分
回报率 12.19倍，有效缓解了当年养殖成本压力。

在生猪销售端推出生猪价格保险，保障生猪销售价格
不过低。2021年1月，生猪期货应运而生，为解决这一问题
提供了有力工具。当年，生猪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跌幅高
达70%。中信建投期货于1月25日在黔江区开展了当地首
个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帮助养殖户锁定生猪价格
下跌风险，将养殖成本保险延伸到生猪销售价格保险，实现
了全产业链风险管理。

“保险+期货+银行”模式
有效解决养殖企业融资难题

2021年底，黔江当地生猪养殖龙头企业——重庆市六
九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九畜牧）受猪价低
迷影响，在扩充产能过程中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困境。中
信建投期货联合保险公司和银行，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通过

“保险+期货+银行”业务模式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企
业以生猪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并购买养殖保险和期
货价格保险。最终六九畜牧成功获得约 2255万元生猪价
格风险保障、1721.9万元养殖风险保障和 1500万元生猪活
体抵押贷款。

2020年至今，中信建投期货已在黔江区开展19个生猪
产业链“保险+期货”项目，累计为 1053户次养殖户提供了
风险保障约 2.89亿元，实现赔付约 972.17 万元，成功助力
当地生猪养殖稳收增收，实现了生猪产业从养殖成本到销
售价格的全产业链风险管理，提高了养殖户的生产积极
性，为黔江生猪养殖业稳健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重庆

市生猪保价稳供工作和现代农业保险补贴新模式的
完善作出了贡献。同时，通过“保险+期货+银行”模

式成功解决养殖户的融资需求，有效打
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扩

大了“保险+期货”在黔江区乃
至整个重庆地区的影

响力，是金融服务
实 体 经 济 的

又一创新
探索。

重庆市黔江区首个重庆市黔江区首个““保险保险++期货期货””项目赔付仪式现场项目赔付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