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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两翼”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委、兴安盟行政公署确定的以兴安

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体，以乌兰浩

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尔沁右翼前

旗工业园区为两翼，其他旗县市园区

为支撑的“一体两翼、多点支撑”的空

间战略布局规划。“一体两翼”推动产

业向园区集中、要素向园区集聚，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为助推兴安盟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体两翼”运行模式取得的主要

成效

（一）促使园区精准定位，推动园

区间友好合作新模式的建立。“一体

两翼”空间布局规划实施以来，根据

每一旗县市的区位特点和自然资源

情况，为每个工业园区重新定位，保

障了园区发展的有序性，分别强调不

同园区不同功能定位，实行差异化发

展和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问题，避

免地区内同业激烈竞争，为构建协

调、互补、统一协同的地区园区体系，

开启园区间友好合作新模式提供了

条件。

（二）推动 “飞地经济”的发展。

所谓“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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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

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

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

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通过发

展“飞地经济”，各旗县市招商引资项

目按照产业分类跨地域入驻各功能

园区，各计其功、税收分成。这样既

缓解了用地指标紧缺旗县土地对经

济发展的制约，又平衡了各旗县市的

利税差异（定位为绿色农产品加工的

园区，基本为免税企业，税收贡献十

分有限，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容 

忽视）。

（三）利税能力明显提升。截至

2018年底，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30亿元，实现产值

4.67亿元，完成税收0.6亿元，安置就

业1600人。乌兰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113家企业共完成产值60.1亿元，

税收22.6亿元，同比增长5.5%。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3家完成产值

56.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的44.8%），同比增长5.3%。科尔沁右

翼前旗工业园区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4.48亿元，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0.77亿元，安置就业6500人。2018年，

园区实现利税1.077亿元。其中，工业

企业实现利税4700万元，商业企业实

现利税6070万元。

发展短板及制约因素

一是土地收储严重不足。目前，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面积占规

划面积的24.5%，还有土地收储储备6

平方公里；乌兰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成面积占规划面积的35.78%，无

土地储备；科尔沁右翼前旗工业园区

建成面积占规划面积16.49%，无土地

储备，土地收储不足已严重制约园区

发展。

二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

重短缺。随着园区发展速度加快，入

驻企业日益增多，与之相配套的道路、

排污管网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企业生

产需要，严重制约企业发展，已有的

基础设施因没有专项经费，缺少应有

维护。公共服务设施基本没有，给企

业职工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三是园区管理委员会急需专业技

术型人才。园区管理委员会是集管理

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部门，项目建

设服务、企业运行调度、园区土地管

理、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调研考

察接待、非公企业党建、信访维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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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趋繁重，直接造成园区现有工

作人员无法满足基本工作需要。

四是招商链条短。企业间关联度

低，产业产品链条短，农畜产品加工

业多数为初级产品，产品附加值低，

产业链招商需要围绕一个产业的主导

产品及与之配套的原材料、辅料、零

部件和包装件等产品来吸引投资。 

五是融资难、融资贵。多数企业

抵押物严重不足，增信服务也未能到

位。企业生产后流动资金短缺，即便

能贷到少量资金，融资贷款周期长，

程序繁琐、成本高。

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投入力度，尽快完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进一步健全基础设施配

套，撬动社会资本，加快公共服务区

建设，强化市场化开发建设，加快配

齐医院、幼儿园（学校）、公寓、商业

等设施，满足园区发展需要，给职工

生活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也促进第三

产业发展。

 （二）构建服务型政府，成立企业

服务中心。建议成立企业服务中心，

政府职能重心应由“管制”向“服务”

转变，实行项目一对一服务、全程领

办跟办等制度，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为每个项目选派项目推进人员，

深入实施项目前期工作包办、代办、

领办制，建立开发区审批服务中心，

与兴安盟行政审批局联网审批，实现

“办事不出区”“不见面审批”，为企业

提供“保姆式”、高效便捷服务。为企

业提供含金量高的服务包，细心呵护

创新创业的火种，绝不能让税费负担

压垮初创期的企业。让企业成为市场

的主体，做有效、有为的政府，充当创

新、创业的催化剂、孵化器。应加强网

络销售中心建设，拓展中心服务企业

功能，扩大网络销售面。积极鼓励企

业参与工业产品新闻发布会，集中展

示宣传新产品。

（三）推动金融企业开展灵活、便

利的服务。金融企业要增加服务意

识，扶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壮大。

建议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额度内为民

营和小微企业开展授信额度服务。规

范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和地方融资担

保基金，回归担保业务，聚焦支小、支

民，降低担保费率，坚持准公共定位，

弥补市场不足。为缺信息、缺信用的

小微企业提供增信，着力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甚至融不到资金的问题，逐

步构建银行和担保机构共同参与的银

担合作机制，提高银行的风险分担比

例，加强银行与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

和利益融合。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提

高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和覆盖面，确保

年末贷款余额及当年投放贷款总量高

于上年水平。

（四）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

展。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消

耗，为入园企业设置“绿色门槛”。决

不承接污染转移企业，决不把降低环

保标准作为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决不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

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和

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低碳化、绿

色化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园区。

（五）全面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制

定兴安盟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配套措施，释放产业扶持和减税降费

叠加效应，对重点民营企业提供“一

对一”保姆式服务，对稳定运行的新

升规企业兑现奖励措施。引导企业与

惠企政策无缝对接，积极为重点企业

争取技改贴息、奖补专项资金等扶持

政策。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完善高新

技术企业扶持机制，对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众创空间

和新认证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给予资

金补贴或奖励。

（六）做好产业链条延伸。积极对

接有利于形成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

模的项目。引进龙头企业的上下游企

业，让企业间互相依存、互相支撑，共

同发展，实现共赢。兴安盟应全方位

利用现有龙头企业资源，认真研究全

产业链布局在其他先进地区的实践经

验以及在本地区复制的可行性，深度

挖掘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优质企业，

特别是相关中小企业资源。在园区开

发的过程中，提升对龙头企业的吸引

力，并为后期产业链聚集提前做好相

应承接准备。大力发展飞地经济，加

强与区域经济合作局等部门单位沟通

对接，着力调动各方面招商引资力量

及工作积极性。借助京蒙扶贫协作等

区域合作平台，瞄准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开展产业链招商、

以商招商、精准招商。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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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中国财政》2019 年 16 期

刊发的《基层财政人的初心》

一文中提到的“全镇 27 万余人

1450 户农户”表述有误，应更正

为“全镇7万余人14500户农户”。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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