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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还是在有偿的物业管理模

式上，服务平台的公益性难以

体现。即使政府投入了专项资

金，但中小企业真正得到实惠

的还是较少。因此，建议要创

新企业服务平台新模式，打造

新型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诸

如孵化基地的这一类服务平

台应该是公益性强、实体经济

独立、各项制度健全、企业经

营自主、封闭管理、信息服务

通畅的一级法人经济组织。同

时，国有及国有控股的服务平

台必须是以公益性为主，所盈

利部分必须用于平台的发展，

而不能用于上级部门的经费弥

补，其内部设立的诸如物业、

金融、税收、法律、技能、创业

就业等服务站，所有的服务必

须是公益性的不能收取服务

费，至于政府安排的各项扶持

资金也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另

外，基地作为工商注册的一级

法人经济组织，其相对的封闭

管理主要体现在基地内的入驻

企业产品销售必须通过基地出

厂，以便基地掌握全基地入驻

企业的销售情况。条件成熟的

基地可以采取商场式经营管理

模式，即企业银行账户由基地

企业实行双银行印鉴管理，企

业的产品销售通过基地出厂，

月底由基地与企业核对销售账

款，然后由企业向基地缴纳一

定比例的管理费，企业不再另

交厂房租金等费用，这样做的

好处是便于入驻企业向银行贷

款，减轻入住企业厂房租金压

力，缓解资金紧张局面，还便

于改善和提升基地软硬件设

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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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
质量财政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比重越高，说明财政质量越高。自2006年

以来，宜昌8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

收入，而且这个比重在逐年增加。这与财

政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战略思路，积极

扶持一批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为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在

此前科技经费补贴、小额贷款担保等多种

支持政策基础上，2012年，宜昌市实施了

“中小科技企业成长工程”，选择一批年营

业收入在2000万元至1亿元规模的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

装备制造等项目的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

小科技企业，采取9大措施，拟通过4年

的培养，帮助选定企业成长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2013年，市财政为此安排资金

1305万元。

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宜昌市财

政对企业的投入主要是通过引导的作用，

撬动社会资本进入，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创

新创造活力，以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发展新跨越。2013年，市本级

预算安排“中小企业倍增工程”专项资金

2000万元，重点支持有发展潜力的、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的、尤其是创新型的企业，

通过有关技术改造，争取在2至3年内销

售收入或入库税收年均增幅30%以上。预

计该工程可拉动4亿元银行贷款，并带动

8—10亿元企业项目投资；项目建成后，

预计可形成年销售收入100亿元的生产能

力。近3年来，市本级筹措资金29.6亿元

用于支持企业发展；科技投入连续3年占

□宋凯 林毓卿

受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就在全国

财政收入增幅普遍开始慢下来的时候，

湖北省宜昌市的财政收入却始终保持在

30%左右的增幅。2013年1—10月，财政

总收入完成261亿元，增长21.1%，实现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61.7亿元，增长

30.5%。这得益于宜昌打造质量财政，助

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宜昌市财政局局长王金建认为，看

财政状况好不好，不能只看增幅，还要看

质量，不仅要看眼前，还要看长远，作为

政府的参谋助手，财政部门要有未雨绸

缪的战略眼光 。为此，宜昌提出了“质量

财政”建设。所谓质量财政，就是要从收

入上看税收的占比，税源的可持续性，产

业结构与布局，说到底，经济决定财政，

而经济中的主体是企业；支出上则要看

支出的重点，支出的方向，尤其是要看财

政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绩效

如何。公共财政的本质决定了要为民生

提供保障，但保障民生，不是养懒人，财

政要量力而行，不能分光吃净。在分配的

时候，要考虑长远，要分轻重缓急，民生

要保，经济发展同样要保。换言之，就是

要跳出财政看财政，跳出民生看民生。

让更多的企业创造财富

财政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

的优质企业提供税源。税收占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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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例达到了2%以上；2013年市级

科技经费预算的投入总额为10927万元，比上年预算

增长21%。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鼓励下，2012年，市净增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5家 ；新增限额以上商贸流通

企业300家以上；3739家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

业；新增各类市场主体5.1万户，新增注册资本额同

比增长77.8% ；两家企业上市，4家企业进入上市报

备辅导期。

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

公共财政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从市场中退出，干

市场不愿也不能干的事。道理虽然简单，但在具体操

作中却常常遇到难题。比如在现实中，往往存在很多

介于公共与市场之间的模糊地带。政府不管，可能是

不作为；政府管了，有可能是扰乱了市场。这个度

如何拿捏？如宜昌的菜市场建设，菜市场虽名市场，

但因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民生保障性，不能完全靠

市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在与商务局等部门

一起广泛调研和反复论证后，2010年—2012年，市、

区两级财政和菜市场业主共计投入2.1亿元，新建、

改造菜市场48个，共计15万平方米。标准化菜市场

建设完成后，面貌一新的菜市场分区明确、功能完

善，公平秤、农药残留检测等一应俱全，不仅方便群

众，而且保证了安全。经过改造后，所有菜市场摊位

出租率都达到100%，进一步活跃了农产品流通。

如果说在标准化菜市场建设中政府之手为老百

姓提供了方便，那么实行从宜昌开行的始发班轮补

贴则是财政主动伸出手，打造一个良好的物流环境。

2009年，为解决水运口岸“肠梗阻“问题，引导鼓励船

运公司开行始发班轮，市财政出台办法对从宜昌水运

口岸开行始发班轮的船运公司进行奖励。有了补贴，

又看好宜昌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2013年，宜昌口岸

每周开行始发班轮基本保证在8.5班。仅上半年宜昌

水运口岸完成吞吐量近5万箱，预计全年可完成吞吐

10万箱，基本可以保证货物及时进出口岸。始发班轮

保证了，宜昌口岸也逐渐实现货源回流，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的作用日益凸显。

此外，出台“飞地工业“发展政策，引导山区县市

区企业到高新区发展；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公开

执收项目，取消收费项目；支持新开国际、国内航线

航班；安排资金用于公交车辆更新换代和困难群体

乘车补助；及时足额兑付城市公交、出租等行业油价

补贴和天然气加价补贴；支持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测中心建设，开展食品安全网

格化管理……这一项项举措，是宜昌财政在尊重市场

的同时，为市场发展提供了保障。

力求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

有人说，赚钱难，花钱更难。对于天天都在花钱

的财政部门来说，有时候，花钱真的很难。难就难在到

底该不该花，究竟能不能花出效益。如宜昌市财政局

在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过程中，力求既不影响业主改造

的积极性，又不让财政无限兜底。在经过认真测算后，

决定市、区财政和菜市场业主按5 ：2 ：3的比例进行

投入。另外，在改造之前，市财政请专门公司进行测

算，最后确定每平方米的成本800元，超过部分由市场

业主承担。

财政资金不是“唐僧肉”，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财

政的钱不用白不用。因此，为了让财政的资金真正花出

绩效，宜昌财政在绩效考核上想出了不少办法。如为

避免培训机构与学员串通套取财政培训资金，市财政

设计了三道关口。一是三次“全家福”，通过开班、结

业和中间不定期抽查（财政与就业局一起），照三张全

体学生集体照，每个学生每次照相位置固定，照片背

面有名字一一对应。二是电话核查，培训结束后，就

业局给每个学员打电话核查培训情况并做记录，人社

局电话抽查并做记录，电话记录作为资金拨付附件。

三是抽查每个学生每次上课签到表。以上三个环节有

一个学员出问题，全部发回重新培训。在电子政务网

建设过程中，统一建设了电子政务云计算平台和数据

及灾备中心项目，部署了六类系统，包括公务员办公

门户、宜昌门户网站群、社会管理创新信息系统、部

门应用系统、基础应用系统、县市区托管系统。而如

果单独部署则要增加一次性投入5600万元，每年多

投入运维费411万元。

据了解，从2013年开始，宜昌市所有50万元以上

的项目须申报预算绩效目标，从预算编制的源头强化

预算绩效管理，增强各部门使用财政性资金的责任意

识。目前纳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达354个，涉及

76个部门资金24亿元；拟实施绩效评价的项目60个，

涉及资金近10亿元。

（作者单位：中国财经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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