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93年以全国政
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全国两
会以来，刘永好在28年中
提出了175项提案。他也
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
代表民营企业家群体作大
会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今年两会再提6项提案

建议发起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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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在 这 里

全国政协委员、明宇集团董事长张建明：

建议针对融资租赁业务实质出台契税政策

“作为一个老农人，我们从事农产
业快40年了。同时作为一个老的政协
委员，我在政协今年是28个年头了。”3
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
长刘永好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
这样一段开场白。

从1993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
参加全国两会以来，刘永好在28年中提
出了175项提案。他也是改革开放之
后，第一位代表民营企业家群体作大会
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

2021年全国两会，刘永好再提6项提
案，内容涵盖乡村振兴、“猪芯片”育种、
生猪养殖产业转型、绿领人才培育、农产
品冷链物流和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

乡村振兴
鼓励更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乡村振兴拉开大幕，民营企业大有
可为。刘永好委员建议发起民营企业
参与乡村振兴的倡议，鼓励更多民营企
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投身“万企兴万
村”行动。

他在提案中建议统战部、全国工
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牵头，由
10位民营企业家（特别是曾参与当年
发起光彩事业倡议的民营企业家），
再次发出《乡村振兴，我们在行动》倡
议，动员和号召全国民营企业家们做
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者和“万企兴万
村”的参与者，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
大战略的行动中来，以实际行动回馈
社会和国家。

同时，他建议农业农村部牵头，财
政部、全国工商联等有关单位参与，发

挥财政资金的投入引导作用，以市场
化方式设立数百亿元规模的乡村振兴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乡村产业发展。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金的投资、管理
和使用，重点支持符合条件的乡村产
业发展。

“猪芯片”育种
建议加大对核心育种场的支持

在另一份提案中，刘永好委员建议
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
推广后的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入、国
家补一半”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
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
国际合作等项目，在具备相关能力的情
况下申报攻关育种项目，国家按照相关
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

他建议国家加大对核心育种场的
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建设种业产业园，
明确将育种场配套的饲料自产及洗消
用地纳入养猪建设用地审批范围，实
施区域性的主要疾病净化，扩大生物

安全范围、提升育种效果。支持核心
育种场持续做好生猪生产性能测定，
建立真正可商业化推广、可持续发展
的“中国种猪”选育-扩繁-推广产业
体系。

鼓励种业企业以多种形式的国际
合作“引技”、“引智”，对跨行业跨国攻
关“猪芯片”的紧缺人才进行奖励。

养殖业转型
鼓励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

刘永好委员建议，继续支持以家庭
为核心的中小散户适度养殖，鼓励行业
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帮助小散户加
快转型升级。

针对家庭为主的散户，一方面由国
家提供一定信贷政策支持，鼓励恢复生
产；另一方面鼓励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
用，帮助养殖户改造全封闭式猪场，提
供技术、动保、融资等多方面支持。鼓
励开办中短期培训班，通过“以大带
小”、“输血联建”等多种形式，帮助养殖
户特别是“4050”人员迅速转型成为适
度规模的新型养殖经营主体，帮助中小
养殖户重塑信心、恢复生产，让产业有
人干、乡愁有所依，实现传统养猪业的
转型升级。

对规模化养殖企业设置有梯度的
准入资格，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预防产能
过剩，以支持符合行业资质、长期扎根
农业、拥有核心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的企
业规模化发展。

“绿领”人才培育
实施“农业人才下乡”计划

刘永好委员建议，实施“农业人才
下乡”计划。国家拿出一部分经费，支
持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可采用每年
每人补贴1万元、连续补贴3年的办法，
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农业建设、扎根农
村；从产业、融资等方面给在乡、返乡创
业的年轻人以帮扶，鼓励大学生和其他
年轻人愿意在“三农”领域就业或创业；
着力提升农村的教育、医疗水平，缩小
城乡差距，逐步解决下乡人才的后顾之
忧。

增强投身乡村振兴人才的荣誉感，
引导社会对“绿领”新农人的身份认同。

建数字化产地仓
打通农产品出村“最先一公里”

刘永好委员建议，按照特色农业
规划进行数字化产地仓建设。建议
各地商务部门和乡村振兴局根据各
地条件进行特色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在此基础上，就近配套建设以收购、
清洗、包装、储存为主要功能的产地
仓，帮助农产品进行商品化转化，打
通农产品出村“最先一公里”，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

刘永好委员还建议，鼓励民营企
业组织再造，以新商业文明促进转型
升级。建议有关部门出台鼓励民营
企业组织再造的政策，筹建民企数字
化转型帮扶基金，出台民企引进数字
科技人才优惠政策，加强专业人才培
养制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柳青马梦飞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赵源 摄

张建明介绍，2015年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了《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系统部署加
快发展融资租赁业，并对金融租赁在拓
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有效服务实体经
济方面的作用给予肯定。

然而，张建明观察发现，由于融资

租赁进入我国时间较短，行业发展还面
临管理体制不适应、法律法规不健全、
发展环境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同时，融
资租赁由于缺少配套税收支持政策，导
致附加相关税收成本较高，在国内各行
业的覆盖面和市场渗透率远低于发达
国家水平。

“针对融资租赁名义转让环节的配
套税收政策一直缺位。”张建明注意到，
无论直接租赁还是售后回租，均是融资
租赁的一种具体业务模式，业务实质并
非将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出租人，而只
是在租赁期内暂时过渡给出租人，由出
租人为承租人提供融资服务，真正的资
产购买人是承租人。

“但现行的契税政策仍将资产使用
权名义让渡给出租人、按正常的所有权
转移缴纳相应契税，对售后回租模式而
言，在租赁期前后资产所有权均属于承

租人，未发生任何实质改变，但需要因
该融资行为额外承担3%-5%的契税。
对直接租赁而言，实质为承租人购买资
产，本应只缴纳一次3%-5%的契税，却
因融资行为，在‘名义转让’与‘实质转
让’两个环节均需缴纳契税，一共承担
6%-10%的契税。”张建明说。

无论售后回租还是直接租赁，现行
税收政策均针对该项融资行为实质增
加3%-5%的契税成本，当前人民银行
针对5年期LPR规定为4.65%，额外增加
的3%-5%的成本相对于参考标准融资
成本增幅达64.52%-107.53%，实质给
民营企业增加了融资成本。

对此，张建明建议相关部门针对融资
租赁的业务实质，出台与融资租赁相匹配
的契税政策及实施细则，以充分发挥融资
租赁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申梦芸

融资租赁是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
的一种投融资方式，能有效盘活资产，
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参加今年
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明宇集团董
事长张建明带来了自己对融资租赁业
的观察和思考，并总结成提案，建言献
策。

全国政协委员、明宇集团董事长张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