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复类别：A类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20241383 号提案的答复 
 

黄惠玲委员： 

《关于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的提案》（20241383号）由我局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

管局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聚焦“钱从哪里来”问题，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绿色金融，助力“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 

一、在“政策支持”上下功夫。一是实施林业贷款省级财政

贴息政策。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1000万元资金用于各类银行

（含农村信用社）发放的符合条件的贷款贴息补助，列入贴息补

助的贷款包括花卉种苗种植及设施设备购置、林下种植、森林资

源培育和林产加工、林下经济等。2024 年省级财政安排林业贷款

贴息资金 1150万元。二是支持林业融资服务平台建设。2024年在

林业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中，新增林业改革试点补助 1000万元，将

林业融资平台建设纳入补助范围，用于扶持林业改革试点县（市、

区）推动林业贷款工作。三是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省级财政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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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竹产业、林下经济、花卉苗木产业发展，2023

年起尤溪、福安两个全国油茶重点县获得中央财政油茶造林补助。 

二、在“工作机制”上下功夫。一是建立专业机构。引导辖

内机构设立林业金融事业部和林业专业支行，组建专门服务团队，

提高林业金融服务水平。二是优化审批工作。适当下放林业小额

贷款审批权限，减少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三是改进评

估方式。对于贷款金额在 30万元以下的林权抵押贷款项目，参照

当地市场价格自行评估，由合作社、银行、林农三方共同确定林

权价值，减轻林农负担。四是改进还款方式。推行无还本续贷模

式，减轻林农贷款到期还款压力。五是优化建档评级。摸底有效

需求清单，将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

四类主体列为授信支持重点，对“有贷户”加大支持力度，对“无

贷户”递进提供支付结算、融资咨询、新增贷款支持等综合服务。

六是推行阳光操作。设立阳光信贷中心，建立阳光信贷制度，公

开办贷流程，强化限时办结，规范操作管理，严肃工作纪律，防

范道德风险。 

三、在“服务模式”上下功夫。一是小额贷款模式。发展普

惠金融，向林农发放符合政策的小额贷款，满足林农小额贷款需

求。二是委托代理模式。代理政策性银行发放的涉林贷款，用于

满足林农和林企较大额度的资金需求。三是林权反担保模式。由

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为林农向银行申请的

贷款提供担保，林农以其自留山、责任山、林权股权等林业资产

作为反担保。四是林权直接抵押模式。林权所有者以林木所有权

和林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持“林权证”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

该模式由永安农信社于 2004年首创试点，并不断拓宽林权内涵，

除林木外，还将毛竹、果树、茶树等经济作物纳入林权直接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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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闽林通”系列普惠林业贷款 162.87

亿元，受益农户 12.07万户。 

四、在“贷款产品”上下功夫。一是针对林农前期造林阶段

融资难问题，推出可以免抵押、免担保的“惠林卡”，林农只要提

供身份证、结婚证、林地承包证等“三证”就可以办理，一贷 5

年，循环使用，利率优惠。二是针对成林后林业抵押评估难、流

转收储难问题，推出免评估、可由政府收储的“福林贷”，对林权

实行免评估并在林业部门统一备案，一旦形成不良贷款，可由林

权收储中心进行统一收储，有效破解林权评估专业性强、流转变

现政策风险大难题。三是针对贷款期限与林木生命周期不匹配问

题，推出长期限的“林权抵押按揭贷款”，破解期限匹配的难题，

有效满足长期的造林、抚育资金需求。 

五、在“服务配套”上下功夫。一是建立“一站式”的服务

机构。地方政府成立林业金融服务中心，银行、林业评估公司、

林权收储公司、林权抵押登记部门等机构入驻服务中心，推行合

作办公模式，为林业经营者提供“一站式受理”林业金融服务，

简化林权抵押贷款办理流程和手续，借款人签订相关协议后 2—3

个工作日内贷款可到账。二是建立“共建式”的协作模式。采取

整村推进、银村共建模式，发挥村级合作担保基金作用，发展“银

行+合作基金+村委会+林农”的普惠制林业金融，有效解决单户林

农抵押难、融资难问题。 

六、在“风险防控”上下功夫。一是构建风险防控机制。引

导各地通过搭建林权收储公司等平台，为林权抵押贷款提供担保、

对出险的抵押林权进行收储，构建集资产评估、森林保险、林权

监管、收购处置、收储兜底“五位一体”的风险防控机制，给银

行推进林业贷款吃下“定心丸”。目前，全省已实现收储机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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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县全覆盖。二是完善森林保险运行机制。持续推进森林综合

保险，列明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风灾、冻灾等 13种保险责

任，鼓励林权叠加贷款保险，降低林业贷款风险。2023 年，我局

会同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优化制定新一

轮森林综合保险遴选方案（2024—2026年），部署开展各设区市森

林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三是支持地方特色险种创新发展。扎

实推进设施花卉种植保险，省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由原来的 20%

提高到 30%。各地也根据实际需求，加强与保险公司合作，不断创

新推出古树名木保护救治险、野生猕猴危害险等具有区域特色的

林业险种，有效降低林业经营风险。 

下一阶段，我们将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以林业金融发展助推

林业改革发展。一是落实林业贷款省级财政贴息政策，争取省级

财政继续安排林业改革试点补助，支持林业融资服务平台建设。

二是继续搭建政银企保对接平台，加强银林交流合作。三是持续

推进森林综合保险，创新林业特色险种，防范林业经营风险。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王智桢  王宜美 

联 系 人：蔡诗钗（计财处） 

联系电话：0591-87853488 

 

 

福建省林业局 

2024年 6月 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