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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
注入财政源动力  打造“双创”新高地
朱红兵

示机制，充分释放结构性减税、简政放

权等改革红利，“十二五”期间累计取

消、停征和免征部分政府性基金及行政

事业性收费9320万元，为市场主体减免

税费45亿元以上。二是建立完善创新创

业扶持政策。近年来，湘潭市先后出台

《关于建设科技创新型城市的决定》 《关

于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创新

驱动的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政策的

积极效应日益凸显。五年来，累计为企

业在税前扣除技术开发费4.42亿元，减

征技术开发合同营业税（增值税）502.47

万元，对137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

税按15%征收，累计减免4.11亿元，优

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小微企业的快速

成长壮大注入强大动力。三是充分发挥

政府采购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采

购政策调控功能，出台政策文件将本地

企业生产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创

新产品、名优产品、节能环保产品列入

“两型”技术产品目录，促进中小微企业

健康发展。五年来，累计实现“两型”技

术产品采购2.12亿元。四是建立创新创

业工作考核机制。出台《湘潭市创新创

业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明

确创新创业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及各单

位职责，并将创新创业工作纳入各单位

绩效考核。

添活力  驱动成果转化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狠抓

科技创新工作落实，确保科技成果有效

转化，为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

环境。一是深入推进产学研有效结合。

湘潭市政府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多

所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与省科技

厅设立省市自然科学联合基金，并成立

全省首家由院士专家、三大院校、政府

部门、产业投资集团共同组成的市级产

近年来，湖南省湘潭市财政部门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和抓手，认真落实财政政策，

不断丰富理财手段，创新财政投入方

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初

步形成，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

搭舞台  强化政策支撑

湘潭市通过加快改革和简政放权

步伐为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留出空间，通

过政府放权让利的“减法”，调动社会创

新创业的“乘法”。一是认真落实财税政

策。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认真落实

“营改增”、资源税等税制改革、扶持小

微企业发展、取消、停征和免征部分政

府性基金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减税清费

政策措施，仅2015年全市共计清理财税

优惠政策127项，为市场主体减负4亿

元左右。建立涉企行政事业收费清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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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研究院。市内100多家小微企业

与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组

建了风电、先进矿山装备、湘莲、汽车

及关键零部件等四个省、市级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五年来，共签订产学研合作

项目300余项。二是加快科技与金融的

深度融合。积极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活

动，举办高新技术专场融资洽谈会4次

累计签约金额43亿多元，并建成了湘潭

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大力推进专

利质押融资，累计为18家小微企业争取

贷款近1.7亿元，融资总额居全省第二

位。三是积极搭建国省科技创新平台。

五年来，市财政累计筹措资金5000万

元，用于支持国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目前，全市国家级、省级科技园区分别

为2个和6个，国家级创新服务中心和

生产力促进中心2个，国家特色产业基

地和高技术产业基地2个，国家农业科

技园1个，省级科技成果转化基地2个，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个，孵化厂房面

积达到67万平方米。组建博士后工作站

和流动站13家，院士工作站4家；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6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9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家，市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家，国家级、省级

创新型企业16家，省级产业协同创新中

心3家。建成机电技术、先进矿山装备

制造、专利信息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等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13个，积极为小微

企业创新发展搭建平台。四是科技成果

实现有效转化。从2010年起，设立300

万元的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加大对发明

创造的资助力度，对发明专利每件资助

2200元，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600元，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企事业单位

和个人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累计发

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1亿元，受益科技

中小企业15家，以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与

其他抵押担保方式捆绑发放的贷款余额

2.46亿元。“十二五”期间，全市申请专

利15855件，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78

家，培育企业共申请专利6184件，实施

专利7930件，实现产值2380亿元。

聚人才  激发人的创造力

始终注重抓住人才队伍在创新创业

中的关键和核心作用，培育了高层次科

技人才队伍。一是引进培育高端人才。

五年来，市财政累计拨付资金3000万

元，用于支持高端人才引进培育。截至

目前，全市引进院士4名，1人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优秀专家、1人入选国家“万

人计划”，3人入选“长江学者”，15人入

选省“百人计划”优秀专家，2人入选湖

南省科技领军人才；选拔市产业科技领

军人才10名、市级优秀专家223人、市

专业技术骨干人才995 人。率先在全省

启动企业科技特派专家工作，持续开展

农业科技特派员支农扶农行动，有效促

进了基层科技人才的成长。二是积极开

展创新创业培训。从2012年开始，市本

级每年安排人才开发专项资金1000万

元，县市区、经济园区财政每年安排人

才开发专项资金5000万元，用于支持创

新创业培训工作。目前，已在北京、上

海等地建立人才实践锻炼基地，与新加

坡中华总商会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人才合作

培训机制。近年来，共举办主体培训班

51期，培训4607人次。选拔培养100名

熟悉新型工业化的高层次拔尖人才，评

选湘潭市青年科技奖9批共104人。三

是搭建人才创新创业平台。市财政累计

筹措资金2亿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类创

业创新基地建设。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

业，全力打造湘潭国家火炬园、留学人

员创业园、大学生科技创业园、中小企

业促进园等创新创业基地以及高新、九

华创业服务中心两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先后实施技能人才振兴工程、千名

技能人才培训工程、“金蓝领”培训工程

等高技能人才工程项目，每年培训高技

能人才千余名。

活资源  创新投入方式

通过强化市场配置机制，创新财

政投入方式，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在创新

创业工作方面“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

应。一是创新财政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手

段。改变过去财政直接对企业或项目进

行补贴的手段，将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

金中涉企项目资金的财政贴息比例提高

到50%，近两年累计安排融资贴息1800

万元，引导带动银行等社会资本12.96亿

元资金投向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项

目和企业。二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加快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初步搭建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相关制度体系。2015

年，全市在居家养老服务、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财政资

金绩效评价、财政投资评审等重点领域

稳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投入资金

达1.12亿元。三是创新政府投融资方式。

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

式，2014年以来，湘潭经开区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湘潭市教育信息化“三通两

平台”工程等4个项目先后成功入选全

国首批和第二批PPP示范项目。2015年，

率先在全省对外发布首批45个PPP项

目，项目总投资达390亿元，为探索投融

资体制机制创新开辟新的渠道。四是设

立工业企业过桥资金。2014年出台的《关

于支持工业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设立5000万元的工业企业过桥专项

资金，专项用于承贷银行续贷支持中小

微企业过程中还贷接续资金链。截至目

前，已帮助180多家企业成功过桥，渡过

难关，累计滚动使用资金达10亿元。五

是设立创业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市本级

设立创业贷款担保基金3000万元，五年

来，累计发放贷款5亿元，拨付贷款贴息

3000余万元，有效发挥了小额担保贷款

基金和财政贴息的资金引导作用。

（作者为湖南省湘潭市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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