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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创以“拨改投”赋能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青岛创设全国首个种业领域财政股权投资资金

2023年是青岛推进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
动的关键一年，前4个月，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通过不断强化政策
供给、要素支撑、平台赋能、服务保障，大力支持实
体经济企业稳生产、上项目、提效益，助力青岛市在
实体经济赛道上疾驰不辍。

1.5亿元补贴惠及企业1.16万户

今年以来，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着力降低重点企业招工用工成
本，全力支持工业企业、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稳岗拓岗政策供给，青岛行政区域内招用就业
困难人员的企业，以及招用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的小微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用人单位吸
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推进社保补贴“直补快办”，

截至目前，累计发放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
贴1.5亿元，惠及用人单位1.16万户，稳定就业岗位
2.43万个。

399场招聘为企供岗18.9万个

青岛市发挥全市人力资源市场、人才市场、“零
工之家”以及线上招聘平台对于稳岗位、保用工的
核心配置作用，分行业、分领域、分区域、分时段举
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
招聘月”“百日千万招聘行动”“金秋招聘月”“就选
青岛”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等活动。加强线上线下
招聘平台和市场建设，完善公益性“零工之家”功
能。截至目前，全市共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99
场，累计发布招聘岗位18.9万个，吸引求职者16.9万
人参加。

为629家企业提供靶向服务

青岛市通过组建区（市）、街道、社区三级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企业用工服务专员队伍，开发建设青
岛市重点企业用工服务对接平台，建立“一支队伍、
一本台账、一包到底”的用工保障联动机制，实行重
点项目、重大工程和重点企业“一人一企、一企一
策”，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政策落实、招聘对接、
人力资源服务、就业援助、技能培训、区域用工共享
对接等用工保障措施。今年以来，共为629家企业
提供用各类工保障服务。

此外，市人社部门前往甘肃陇南、定西市进行
劳务协作专项对接，吸引当地有务工意向的劳动
力、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求职人员约4000人。春
节过后，“青定山海”青岛定西劳务专列精准输转协
作地区531名劳动力来青就业。通过包车方式“点

对点”输送300余名协作地劳动力来青就业，有效保
障企业复工复产。

为企业职工培训11202人次

青岛市聚焦全市24条重点产业链和十大产业
园区需求，推进企业岗前技能培训、新型学徒培训、
“金蓝领”培训等新一轮培训政策落实落地，前４个
月，进行各类企业职工培训11202人次。

“今年以来，我们引导鼓励企业主动应对产业升
级和技术变革趋势，开展半导体芯片制造工、激光机
装调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互联网营销师、物
流服务师等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职业（工种）技能
培训，培养一批兼具数字技能与专业技术专长的新
型产业技能人才，全力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助力实体经济，青岛人社这么做！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封满楼

近日，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青岛市财政局、青岛
财通集团联合创新设立全国首个种业领域财政股
权投资资金“种子金”，支持优秀种业企业发展。昨
日，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岛
市创设财政股权投资资金“种子金”赋能现代种业
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设立“种子金”
精准把脉种业企业资金难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
现代种业已成为科技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人才密
集型的高技术产业，种业企业主体地位进一步凸
显。一粒一粒微小的种子，正成为各地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之路聚拢的巨大突围能量。

就青岛而言，种业科研基础雄厚，企业实力强
劲，特色品种领先，对外开放优势显著；拥有各类种
业企业300余家，是全国重要的大白菜、花生、小麦、
蓝莓等良种繁育基地，在农作物、畜禽、水产、微生物
等大种业板块中均有细分领域单项冠军，在全国独
树一帜。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首批国家种业阵型企业
中，青岛市有9家入选，居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一位。

然而在发展中仍存在突出短板。“通过去年对
142家农作物种业企业和71家种畜禽企业摸底调查
发现，青岛种业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和贷款融资的
能力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包括一些发展速度快、潜
力大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种业企业，仍然在融

资方面存在困难。”青岛市农业农村局种业处负责
人王乃栋表示。

支持种业企业做优、加快发展现代种业，对青
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农业强市意义重大。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沙剑林指出，
去年，青岛市财政局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研究出台
《关于加快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围
绕“保、育、测、繁、推”等关键环节，突出培育壮大龙
头企业，强化育种科研创新，出台了10项具体措施，
其中，包括7条奖补政策。青岛市财政每年列支专
项资金直接奖补种业企业，支持青岛市种业企业高
质量发展。

青岛市财政局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联合农业
农村部门设立“种子金”，利用股权投资等方式引导带
动市场主体共同出资，重点围绕青岛市现代种业企
业、种苗繁育企业等种业发展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进
行投资赋能，以入股方式投资青岛市现代种业企业及
种业产业链相关企业，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
科研成果转化及上市发展等重大战略。首期投入
3000万元，目前资金已到位，并在今年4月底前完成
了首笔投资，投向了青岛市唯一一个国家育繁推一体
化种业企业——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开创“新模式”
赋能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种子金”是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发起的一项支

持服务种业企业的政策创新，在全国开创了财政资
金以“拨改投”赋能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是对种业企业支持方式的市场化创新，更对财政资
金“拨改投”改革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具体方式为：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
属国有企业财通集团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委托财通
集团下属的专业化投资和基金管理机构青岛市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具体运营，利用财政资金股权投资
种业企业。财政部门统筹安排资金规模；农业农村
部门提出出资计划建议并建立项目库；运营公司以
专业的投资管理能力筛选投资企业并参与企业发
展重大决策，将先进的管理理念、高效的市场机制
和完善的资金保障引入种业领域；项目企业利用政
府投资拓展发展空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本从优
质企业早期发展阶段开始关注支持，成为企业合伙
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全程陪伴企业成长壮大。

“种子金”在政策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公共财政
资金对种业产业的调控。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刘文光表示，“种子金”可通过直投的形式认购增
资、发起设立或以股权受让等投资方式投向种业项
目，也可通过参股设立种业赋能基金的形式间接投
资种业项目，并规定用于参股设立种业赋能基金的
资金一般不高于“种子金”总额的60%。“种子金”对
种业赋能基金的参股比例不超过50%。在投资方
向上，“种子金”将重点投向社会资本投入意愿不足
的初创期的种业企业，以避免对原有社会资本的投
资产生挤出效应。在退出渠道上，“种子金”运营公
司依法通过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以及清算解
散等方式实现退出，以投资净收益的50%作为“种
子金”本金滚存使用，形成资金池，循环投资更多种
业企业。

就资金支持企业而言，股权投资相较于奖励补
贴具备特殊优势。一方面，传统的奖励补贴方式对

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关注度不够，并且难以在
支持产业发展上发挥长久效应。另一方面，一些发
展速度快、潜力大的种业企业，往往是由合伙企业
和家族式企业转型而来，股权结构简单，对结构复
杂的风投、基金等投资机构，以及对投资方要求的
参与决策经营等约束条件接受程度不高。

在政策、资金、市场的良性互动下，企业将实现
更快更好的发展，成长过程中的股权分红以及政府
投资退出时的收益，进一步扩大“种子金”的规模，
从而可以投资更多有需求的种业企业，形成“先富
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格局，为行业抱团发展、
促进产业集聚增添强大的活力和动力。

建设“项目库”
政企联动振兴种业产业集群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必须
把扶优企业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关键一招，摆
上种业振兴行动的突出位置。扶优企业的第一
步是资源储备梳理。在这方面，青岛市农业农村
局建立了涵盖农作物、畜禽、水产、微生物等领域，
包含83家企业的青岛市优质种业企业储备库。以
此作为“种子金”投资的重点项目库，从中遴选出8
家领军型企业、11家优势型企业、26家特色型企
业，构建出青岛市种业企业阵型，动态调整，分类
施策，精准扶优。

青岛市将支持领军型企业育种创新，提高国际
竞争力，争创全省、全国领军型企业；支持优势型企
业提升品种选育推广能力和市场占有率，争创全国
隐形冠军；支持特色型企业发挥地方品种特色优
势，提高品牌知名度。王乃栋介绍，下一步，青岛市
将持续发力，持续做好企业扶优，促进种业高质量
发展的相关工作。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聂艳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