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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基金引导+财金互动”双引擎  
助力四川实体经济发展
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王一宏

题。从审批管理看，存在着资金审批与

使用脱节，上级“重审批、轻监管”、下

级“重申报、轻使用”等现象。两个体系

的建立，实现财政投融资模式的创新，

改变了资金行政性分配的方式，有助于

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政直接干预，

符合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

要求。

（二）构建两个体系是助推产业结

构升级，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

抓手。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随着国

内外有效需求下降，部分行业出现严重

的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结构

性矛盾愈加突出。建立产业投资引导基

金体系能够撬动社会和金融资金，按照

政府的产业规划和转型路径，投入到电

子信息、新材料等极具成长潜力的高新

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有利于加快

产业升级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财政

金融互动体系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引

导金融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脱贫

攻坚、农业农村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和急需的领域。同时，资金流向的改变

将有效带动技术、人才等其他生产要素

的聚集整合，从而在供给侧为经济转型

发展提供要素保障。

（三）构建两个体系是扩大社会投

资，支持实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通过两个体系，财政资金将撬动

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

本投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可以有效弥补

当前企业投资不足、政府投资放缓带来

的缺口，并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对于当前稳定、扩大

社会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股权投

资着眼于长期投资，相对于传统的银行

信贷资金，能够承受更高的风险，在投

后服务方面，通过战略指导、资源整合、

优化经营等增值服务直接助推企业成长

和项目市场化推进，对连接资本和实体

经济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基本原则

两个体系是财政支持发展方式的创

新突破，既有利于体现政府在转型发展

中的引导带动作用，也能够更好地发挥

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基金引

导+财金互动”两个体系将把握以下基

本原则：

（一）鲜明支持发展的政策导向。将

支持重点确定为：引导激励金融资本和

社会资本，支持新兴产业特别是五大高

端成长型产业和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

的发展壮大、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军民

融合产业深度发展，帮助缓解中小微企

业、“三农”、精准扶贫等特定对象的融

资难题，推动四川省重大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领域重点项目建设。

（二）力求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推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

展天使、创业、产业投资”、“发挥财政

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四川

财政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着力

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构建

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体系和财政金

融互动政策体系，积极破解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欠佳、信贷资金短缺“瓶颈”制

约两大难题，为夯实做强实体经济打造

“双引擎”。

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明确

提出“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

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要培育发展新

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产业新体

系”，在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与支出需

求刚性增长的矛盾异常突出的现实情

况下，“基金引导+财金互动”两个体系

的探索既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机

制创新，也是推进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制

度供给。

（一）构建两个体系是转变政府职

能，破解政府支持产业发展传统方式弊

端的创新实践。传统的政策模式下，财

政资金主要采用项目补助方式，政府

职能机构直接参与项目选择，通过逐级

申报审批给予支持，市场机制的作用没

有得到有效发挥。部门之间、行业之间

乃至细分领域之间，存在管理固化等问

厅局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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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产业扶持资金“直接支持”向“间接

引导”方式转变，坚持政府支持经济发

展的基本政策导向，充分发挥社会资本

和金融资本的市场发现功能，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地实

现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功能。

（三）健全政策执行的传导机制。为

确保财政政策真正得到落实，在省级政

府与市、县政府之间建立明晰的责权机

制，在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

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机

制，促进改革政策有效传导，充分发挥

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的协同

效应。

核心内容

（一）推进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

模式，以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资兴业为

目标，以加快重点产业发展、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为核心，通过基金管理机构的

专业化运作，促进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

的有效融合，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营造

更宽松的投融资环境，提供更可靠的投

资渠道。

一是形成规模。省财政厅会同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对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中适合推广基金模式的存量资金实施

大力度整合，同时适度安排增量资金，

分类设立产业基金，力争两年时间在省

级建成20支左右政府出资的产业基金、

政府出资100亿元，推动全省建成50支

左右政府出资的产业基金、政府出资

200亿元，加上吸引的社会资本，预计全

省基金总规模将超过千亿元。二是完善

结构。在设立产业基金时，既支持高新

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也支持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既考虑

成熟期企业的投资需求,也考虑成长期

企业投资需求和种子期企业投资需求。

力争通过两年的时间，将产业基金覆盖

到全省工业科技、现代农业、文化旅游、

电子商务、健康医疗、商贸流通等产业

领域，以及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基金结构

体系。三是上下联动。省、市、县三级立

足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分别设立产业

基金，或共同设立区域性产业基金。省

级主要针对在全省具有全局引领带动、

对行业具有整体突破效应的重点产业和

关键领域设立产业基金；市县主要针对

具有本地特色、比较优势的细分行业和

特殊领域设立产业基金。通过上下协调

联动，形成与全省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

适应的产业基金体系。

目前已按照“三个一批”的改革方

案推进基金组建工作：即将建成一批，

省政府已批准设立信息安全和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创新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国家发改委

已批准设立海特航空创业投资基金、

天河生物医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雅

惠新材料创业投资基金；财政部会同

相关部委已批准设立四川农产品流通

发展基金等产业基金。上述基金，政府

出资20亿元以上，基金规模达150亿

元。已经启动一批，根据中央财政支持

重点和民间投资意愿，结合全省产业

转型发展需要和年度预算安排，决定

筹建四川省健康服务业投资基金、旅

游产业投资基金、PPP投资引导基金、

川商返乡兴业投资基金、电子商务产

业发展基金、文化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新兴产业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共八支基金。该批投资基

金财政出资26.5亿元，基金规模约200

亿元。规划筹备一批，立足全省长远发

展，针对铁路、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军民融合，文化、体育事业等重点领

域，研究论证和规划准备一批基金，在

今、明两年适时启动组建。上述三个批

次的基金组建完成后，四川省产业基

金规模和运行规范化程度将独具四川

特色，必将有利于推动全省股权投资

市场发展，把四川打造成为西部地区

乃至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区域股权投资中心。

（二）推进建立财政金融互动政策

机制，以鼓励撬动金融资本加大投放为

目标，以做大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

为核心，找准扩大融资的关键主体和薄

弱环节，通过多种激励政策组合实施，

提高全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

水平。

一是支持做大金融产业。通过对

西部金融中心设施建设、新型农村金融

组织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制方面给

予财政奖补，促进全省金融产业做大做

强。二是促进扩大信贷增量。通过实施

贷款增量奖补、新增客户首贷奖补、金

融专项债券奖补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

加实体企业信贷投放，促进全省信贷规

模稳步增长。三是激励增加定向贷款。

通过对金融机构向重点产业、基金项

目、支农支小、精准扶贫的信贷投放给

予奖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重点领域

和特定对象的信贷支持。四是健全融资

分险机制。通过适度分担金融机构对实

体企业、小微企业、扶贫对象的贷款损

失，降低贷款风险指数，激发金融机构

的信贷投放动力。五是完善融资担保体

系。通过出资组建省级再担保和农业信

贷担保机构、鼓励市县出资组建政策性

担保机构、对担保机构开展支农支小业

务给予增信或奖补，为分散金融机构信

贷风险提供制度支撑。六是改善基础金

融服务。通过对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

能力提升、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基础信

用体系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提升

基础金融服务能力。七是支持鼓励直接

融资。对成功实现债权融资、股权融资、

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企业和融资服务机构

给予奖补，推动实体企业利用多层次资

本市场实现融资发展。上述七个方面涵

盖了22条具体政策，据初步测算，共需

安排财政资金5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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