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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动物活体抵押融资是一种新型的担保融资方式,它能有效缓解农村规模养殖户的融资困境。从分

析我国动物活体抵押融资实践的3种典型模式入手,比较了国外活体抵押融资制度的差异,提出活体抵押实践

必须具备的制度条件;针对我国开展活体抵押融资的制约因素,提出促进养殖业活体抵押融资的建议:为业务创

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培养农村金融专业人才;推进农业保险;完善动物活体抵押信贷业务;简化担保物司法

执行程序;选择优良的承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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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养殖业的规模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与传统的家庭散养方式

相比,规模化养殖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全国推

广的家庭标准化规模化养猪“150暠模式为例,搭建一

个标准化猪舍需投入5万元左右,一次性购入优良

猪仔150头需3~5万元,饲料成本6万元,总投入

资金至少14万元。对于普通养殖户而言,这是一笔

不小的投资,没有外源资金支持难以实现。目前农

村规模化养殖户融资的来源主要还是银行贷款,但
我国金融机构对养殖业贷款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其

原因有多方面,对借款主体而言最根本的是缺乏能

被金融机构接受的有效担保财产。养殖户可用的担

保的不动产主要为厂房和土地,而多数养殖户厂房

结构简单,价值较低,土地多为租赁,不具备融资功

能;而动产主要沉淀在活禽、活畜和水产品上,金融

机构传统思维认为“家有万贯、带毛不算暠,意味着这

些活物难于被接受。
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一种新型的担

保融资方式———动物活体抵押融资在我国农村地区

应运而生,它是以牲畜、家禽或者水生动物等活体作

抵押获取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动物活体抵押能充

分利用动产资源,解决养殖户融资难题。
动物活体抵押融资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很少

有学者关注。国外对于养殖业融资已开展了一些研

究。Rota认为一个有效的养殖业金融服务项目至

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以

需求为导向的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对养殖户生产能

力的准确判断和对养殖业特征的充分理解等[1]。世

界银行研究指出,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蒙古等国家

均采取了多种农业保险创新方式稳定畜牧业产出为

获得融资提供基础[2]。Fleisig等指出,在经过担保

物权改革的国家,诸如设备、存货、应收账款和牲畜

等动产将被视为良好的抵押品[3]。世界银行认为牲

畜实物信贷是一种有助于农村贫困人群获得畜牧业

融资的有效方式[4]。
本文对当前我国动物活体抵押融资实践模式进

行梳理,借鉴国外活体抵押制度经验,并在分析其制

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动物活体抵押融资

的建议。

暋暋一、我国动物活体抵押融资实践探索

暋暋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为活体担保融资提

供了法律环境。《物权法》第181条规定,“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

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暠[5]。这样农村动

产在法律上被明确赋予了抵押权。《物权法》颁布后,
我国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活体动产的抵押实践,大体可

以归纳为3种典型模式:反担保模式、银行保险模式

和浮动抵押模式。这3种模式反映了活体抵押融资

由间接向直接、由初级向高级演进的趋势。

1.四川邛崃生猪活体抵押:反担保模式

四川省邛崃市通威担保公司是一家面向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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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农业贷款信用担保业务的企业。由于养殖户缺

乏有效担保物,担保公司面临着反担保空置的经营

风险。2008年2月,邛崃通威担保公司开创性地在

生猪活体上设置抵押权。担保公司为养殖户提供担

保,帮助其获得银行贷款,养殖户则将存栏生猪抵押

给担保公司用作反担保。这种以动物活体作抵押的

反担保模式设计开创了动物活体用于抵押的先河,
不但为担保公司防范经营风险提供了保障,也为解

决养殖业的贷款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这种迂回

的担保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养殖户的融资成本

和负担。

2.河南内乡种猪活体抵押:银行保险模式

河南省内乡县牧原养殖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集约化生猪养殖基地,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融资

困境。2009年4月,在银行、保险公司和牧原养殖

公司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促成了种猪活体抵押贷

款。其主要流程是:首先,由银行根据抵押种猪价值

测算贷款额;其后,牧原公司为抵押种猪投保,保险

金额和期限与贷款配套同步,并指定贷款银行为第

一受益人;最后,公司与农行签署贷款协议,办理抵

押登记手续。牧原养殖公司以3.7万头种猪作抵押

物的融资,公司支付保费300万元,获得贷款5000
万元,成为我国活体抵押大额融资的先例。银行保

险模式简便易行,为活体抵押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

范本,但也受制于农业保险的发展。在农业保险市

场尚不成熟的阶段,此类活体抵押模式需要负担较

高的保费,并不是所有养殖户能够或者愿意承受的。

3.湖北京山乌龟活体抵押:浮动抵押模式

湖北省京山县盛昌养龟基地是全国最大的种龟

养殖基地,资产规模近亿元,也是当地融资需求最大

的养殖业龙头企业。2010年为解决企业的融资难

题,京山县农信社用基地130万只乌龟活体集合作

抵向企业发放浮动抵押贷款,贷款利率参照基准利

率适当上浮。京山县农村信用社出台了《畜禽浮动

抵押贷款操作流程(试行)》的规定,规定了借贷养殖

户包括:借款期满、借款用途不符、不配合贷后管理、
未按期清偿借款本金和利息、抵押物价格低于抵押

评估价值,以及出现影响债权实现等行为。与前2
种模式相比,湖北京山的浮动抵押模式更符合养殖

业的经营特点。通常情况下,动物群体内既有疾病

死亡,也有新生命成长做补充,总量上可维持相对稳

定,因而更适宜采取浮动抵押方式。这样对贷款人

而言,既可以减少抵押物灭失的风险,又能降低管理

成本,对借款人而言则降低了贷款门槛,更容易实现

抵押贷款。浮动抵押方式能更加便捷地在活体上设

立担保权,更符合养殖业特点,为动物活体真正成为

担保品提供了选择,因而可以较好地解决养殖业抵

押贷款的难题。

暋暋二、国外活体抵押的制度经验

在欧美发达国家,动物活体抵押融资已是一项

较为成熟的金融业务,大量的农场主以动物活体作

抵押向银行贷款,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活物的担保

功能还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制度设计是造成这一

差异的主要原因。
以乌拉圭和美国堪萨斯州为例,两地作为主要

的农产品输出地区都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体系,但
对活体担保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乌拉圭,没
有一家银行愿意接受牲畜作为贷款的担保物。在美

国堪萨斯州,无论是银行还是监管机构都认为牲畜

是最佳的抵押品,而且牲畜抵押贷款被认为是银行

的优质资产[6]。这种不同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制度差

异:一是担保物权的设立方式不同。在乌拉圭很难

在牲畜上创设担保物权,因为法律要求明确地标识

出所有担保财产。活体动物上的确切标识会让贷款

监测变得复杂昂贵。而在美国堪萨斯州这样的担保

协议可以用浮动抵押代替,将牲畜群体集合抵押,无
需逐一辨认。二是担保物权公示制度差异。贷款人

必须确定在担保物之上没有其他优先请求权以保证

担保物的价值。在乌拉圭查询担保物上的声明登记

是比较困难的;而在美国堪萨斯州登记机构随处可

寻,所有的机构都能查询到担保物的范围和顺序。
三是担保物的执行效力有别。一旦贷款合同不能如

期履约,贷款人势必通过担保物的抵偿变现回收资

金。在乌拉圭,贷款人收回出售抵押物是比较困难

的,因为收回并出售抵押物通常需要6个月到2年

的时间,而且限制条件诸多。但在美国堪萨斯州,收
回出售诸如牲畜这样的担保物只需要1~5天,可以

参照担保物价值的较高比例发放贷款,贷款利率水

平也较低,处于基准利率和住宅抵押贷款利率之间。
由此可见,制度安排对动产担保资源的运用至关

重要。广泛开展活体抵押实践必须具备3个制度条

件:一是在创设担保物权方面,法律允许多种类型的

财产用作担保,并允许在其之上设立浮动抵押;二是

在担保物权的登记公示方面,应便捷、公开,既能快速

登记,又能随时查询;三是在担保物权的执行方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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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快捷的执行程序,并允许私人部门在司法程序之

外,自行约定债务违约的处理方式。

暋暋三、我国动物活体抵押融资的制约
因素

暋暋1.养殖业的天然脆弱性

养殖业与传统的种植业一样具有自然的风险

性,其风险主要体现在动物疫病和自然灾害2个方

面。一方面,规模化养殖业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存在着安全疫病等方面的问题。养殖管理人员文化

水平不高、缺乏专业知识和疫病防治的经验,动物疫

病防治工作的质量难以有效保证。同时,新型病毒

时有出现也不断考验着养殖业的应急防疫能力。另

一方面,极端气象环境容易给养殖业造成冲击。我

国是世界上灾害频发、受灾面广、灾害损失严重的国

家之一,极端气象灾害频发对养殖业影响较大。

2008年初,湖北遭遇连续20多天的大雪袭击,全省

因低温冻死、畜舍倒塌压死生猪35万头、家禽267.3
万只、牛2.1万头、羊10.1万只,畜牧业因灾直接经

济损失达6.9亿元。2010年夏持续的暴雨洪涝灾

害造成湖北省内3.17万个规模以上畜禽场(户)受
灾,因暴雨袭击死亡生猪13.2万头,家禽255.3万

只,牛羊2.6万头,畜牧业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7.
02亿元。水产养殖方面,11万hm2养殖面积、23.8
万水产养殖户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5亿元。洪

湖、嘉鱼、监利、江夏等地,不少养殖户几乎倾家荡

产,“多年致富,一朝致贫暠。养殖业的天然脆弱性造

成了金融机构对养殖业贷款十分谨慎,若没有配套

的保障体制,仅依靠金融机构自身难以承担其风险

损失。

2.农业保险的承载力不足

农业存在着天然的脆弱性,需要农业保险承担

起防范风险、补偿灾害损失的责任,农业信贷的发展

也离不开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障。自2007年开展

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以来,我国农业保

险有了一定的发展,对支持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仍然存在着承保规模和范围较小的局限。

2009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33.8亿元,按当

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0361.1亿元计算,农业

保险深度为0.22%。我国农业保险深度值不仅远

低于欧美国家,离全国3.32%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

差距。从保险密度上看,2009年全国农业保险密度

仅为人均18.8元,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保险密度

831.1元。由此可见,我国农业保险参与度和普及

率还非常低。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处于起步阶

段,保障范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商业性农业保险

陷入投保率低、赔付率高、保费定价高的恶性循环,
农民和保险公司都缺乏积极性。与此同时,农业保

险还存在巨灾保险不足,再保险制度缺失等系统性

问题。这样不仅难以抵御生产经营风险,更难以承

担自然灾害等系统性风险。

3.农村金融专业人才匮乏

要做好农村金融工作,除了信贷保险知识外,对
涉及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种养加工等方面的技术,甚
至包括动植物疾病预防等知识应该有所掌握。目前

我国的农村金融从业人员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
容易出现金融产品定价不合理、难以辨识业务对象

的风险,从而引致农村信贷保险的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给农村金融业务带来经营损失,影响了金融机

构从事涉农业务的信心。

4.担保物执行效率不高

对大多数金融机构认为法院是执行担保物权的

主要渠道,然而现实中,法院执行难度大、成本高。
金融机构实现动产担保物权的执行时间平均为6.5
个月。执行期超过1年以上的案件比例超过55%,
执行期在6个月至1年的案件比例为26%,执行期

在半年以下的案件所占比例仅为20%左右。养殖

业动物活体与季节时令、饲养管理方式高度相关,如
果不能快速执行,极有可能因错过动物活体最佳出

售期或因管理不当造成动物活体死亡,价值大大流

失。

暋暋四、促进我国动物活体抵押融资的
建议

暋暋尽管我国动物活体抵押融资实践已取得一定进

展,但在当前这些案例多由政府或金融机构极力促

成,还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因此,为促进动物活体抵

押融资的推广,缓解养殖业融资难,有必要对当前动

物活体抵押融资的环境予以完善。

1.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金融创新的制度保证。一方

面,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应增强灵活性,赋予基层机构

一定的动产担保产品创新权,授权其在风险可控,
“法不禁止即可行暠的原则下自主开展一定限额内的

产品创新。考核机制上,明确免责条款,放宽信贷创

新产品的呆坏账核销条件,设立一定的不良率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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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另一方面,应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担保登记公示

制度。目前,我国畜禽抵押登记的部门还不明确,各
部门之间的登记信息也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查询

相对困难,登记手续复杂、成本高。因此,需要建立

统一简便的担保登记系统,以提高抵押登记的公示

力和透明度。

2.培养农村金融专业人才

动物活体抵押在我国还是一种创新的融资形式,
农村金融的创新需要农村金融专业人才来实现。要

加强涉农金融机构人才业务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既

精通金融经济理论知识,又通晓农业生产和技术特点

的复合型人才。也可以借助畜牧、水产部门和专业协

会的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咨询。农牧业生

产遵循着与工商业不同的发展规律,从事农村金融业

务应更注重创新性和开拓性。除开展业务培训外,还
需着力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

3.推进农业保险

农业贷款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保险的支持。推进

农业保险,首先要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一

方面,可探索开办地方性政策险种。我国幅员辽阔,
自然风险和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全国性的政策保险

难以全面兼顾,可以省市为单位因地制宜地开发新

险种,如湖北省可试点育肥猪、淡水养殖等保险品

种,为养殖业提供更周全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可对

保险机构提供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政策优惠,参照

财政部对涉农贷款的奖励政策,集中多级政府的资

金对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奖励或补贴,鼓
励更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项目。其次,应构建

农业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利用再保险机制分散保险

公司的经营风险,同时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增强

农业保险抵御巨灾风险的能力。最后,要积极探索

农业保险的新模式。当前,一些省份开展了“委托代

办暠“联办共保暠等多种形式的保险模式,湖北省枝江

市也正在进行标准化养殖的协会会员自办生猪保险

的试点,这种以行业协会为依托的新型保险模式,充
分发挥了行业协会的组织和技术功能,能够较好地

防范和化解养殖户经营风险。

4.完善动物活体抵押信贷业务

对金融机构而言,不断完善动物活体抵押信贷

业务,一方面要针对动物活体的特点创新信贷产品。
活体抵押不同于传统的动产抵押,应充分学习西方

活体抵押模式,结合《物权法》中关于浮动抵押的相

关规定,开发设计信贷产品和业务操作流程。另一

方面要加强与畜牧、水产部门和专业协会的合作,寻
求技术信息支持。借助畜牧、水产部门的专业力量,
防控疫病风险,甄别养殖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利
用专业协会组织的信息优势,考察养殖企业的经营

能力和信用状况,防范道德风险。同时,应注重信贷

资金与财政资金的协同配合。2008-2009年,湖北

省财政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暠的方

式扶持了200个标准化万头生猪养殖场(小区)的建

设。信贷资金投入到财政资金重点支持的畜牧企

业,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信贷资金安全,也能进一

步支持这些先进企业的发展。

5.简化担保物司法执行程序

担保物权的实现途径主要有2种:一种是公力

救济,即担保物权人实现担保物权之前通常需要获

得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签发的裁判或决定,而不能

私自地实现担保物权。另一种是自力救济,即担保

物权人可径依担保物权而自行决定担保物权的处分

方式并予以实施,无需经由担保人同意,国家在通常

情况下也不予强制干预。在西方国家,自力救济是

绝大多数动产抵押权的实现途径。通过债权人和债

务人在担保条约中约定,可不经司法程序占有和出

售活体抵押物,逐步使当事人以协议方式实现活体

抵押权。促进我国动物活体抵押融资,就要大力简

化公力救济的司法执行程序,探索采用简易程序,在
条件成熟时,扩大自力救济范围,不断降低执行成

本,使信贷人权益在执行环节中得到充分保护。

6.选择优良的承贷主体

养殖业正处于由传统的散养模式向规模化养殖

加速转变的过程中,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已经成为发

展趋势和发展重点。标准化规模养殖采用封闭饲养

模式、严格的疾病预防和控制措施,能有效提升疫病

防控能力,降低养殖疫病风险。同时,科学的标准化

设施还有利于降低自然灾害的冲击,防范系统性风

险灾害。例如,2008年初畜牧业在冰雪灾害中遭受

重创时,标准化养猪“150模式暠猪舍因为其设计科

学、布局合理,无一例因灾死亡。此外,标准化规模

化养殖还采取了科学精细的饲养方法,大幅提高生

产效率和生产水平,增强养殖业综合生产能力。因

此,为了防范资金风险,发挥资金的应用效力,支持

先进生产方式的升级更新,金融在活体抵押融资实

践中,可重点优先考虑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企业和养

殖户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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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People暞sBankofChina,WuhanBranch,Wuhan,Hubei,430071)

Abstract暋Thelive灢animalmortgagefinancingisanew灢typefinancingmethod,whichcanefficiently
alleviatethefundshortageforlarge灢scalebreedinginruralareas.Afteranalyzing3typicalwaysofmort灢
gagefinancinginChina,thispapercomparesthedifferencesoflive灢animalmortgagefinancingundertwo
differentsystemsinforeigncountries,thenpresentstherequirementsinthepracticeoflive灢animal
mortgaging.Consideringtheobstaclesinimplementinglive灢animalmortgagefinancinginChina,this
pape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how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mortgagefinancing,suchas
creatingbetterinstitutionalenvironmentforbusinessinnovation,trainingruralfinancialprofessionals,

pushingforward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insurance,perfectingthebusinessoflive灢animalmort灢
gagefinancing,simplifyingthejudicialexecutionproceduresoncollateralsandchoosingexcellentloan
applicants.

Keywords暋ruralfinance;large灢scalebreeding;live灢animalmortgage;mortgagefinancing;credit
product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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