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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政：以小搏大巧理财

贷款数量，实现了三方共赢。

二、竞争分配，拉动重点产业

为解决财政资金分配重投入、轻绩

效的问题，山东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财政资金

竞争性分配方式，谁的方案好，谁的效

益大，就由谁来用这笔钱。2012年，省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42亿元，采取公开

竞争、专家评审、绩效优先、集中使用

的方式，带动市县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入

210亿元，投向重点产业领域。一是竞争

分配自主创新专项资金。为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从2012年起到2015年，省财政

每年安排10亿元的自主创新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新材料、高端电子信息、海洋

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等9个产业32个重

点领域的创新发展，平均单个项目支持

力度1000万元以上。2012年，省财政通

过竞争分配10亿元，带动市县财政投入

4亿元，引导社会资金投入110亿元，通

过“多中选好、好中选优”，集中支持了

9大产业、32个领域、97个重点项目。其

中，新材料、生物技术与医药、高端电

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海洋新兴产业

5个产业的支持额度占到总数的57.4%。

二是竞争分配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

设资金。按照竞争立项、绩效评价、动

态管理、滚动扶持的运作模式，支持实

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2012

年，省财政筹集21亿元，带动市县财

政投入7.5亿元，吸引社会投入1.88亿

元，支持了85个农业大县开展农田水

利建设，共新建、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

266万亩，项目区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

提高47%。三是竞争分配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围绕农业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实施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通过整合

资金、集中投入、系统建设、规模推进，

撬动金融信贷和社会资金向现代农业聚

集。省财政筹集7.46亿元，带动市县财

政投入9.1亿元，吸引银行信贷投放和

社会投入68.86亿元，在全省择优确定

113个农业生产大县和优势产业县（市），

促进了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此外，还通

过竞争分配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县、生态农业和农村新能源示

范县、农业良种工程等项目资金4亿元，

带动市县财政投入1.6亿元，引导银行

信贷和社会投入7.14亿元，择优支持了

21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25个生态

农业和农村新能源示范县建设，以及12

家种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资金竞争性分

配改革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形成了“倒逼机制”，有利

于打破地方和部门传统的路径依赖和思

维定式，促使其实现从“要我发展”向

“我要发展”的转变。

三、以奖代补，带动重点领域

山东财政对部分专项资金实行以

奖代补的办法，促进了城市、农村和

“蓝黄”两区等重点领域的发展。一是

实施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政策。以支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为重

点，构建了“财政资金引导、农民筹资

筹劳、社会捐赠赞助”的村级公益事业

建设新机制。2012年，在全国率先开展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规范管理年”活动，

省财政投入18.2亿元，带动市县财政投

入37.5亿元，引导社会资金投入53.1亿

元，全省共建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

目2.6万个，惠及村民1895.5万人次。二

是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奖补力度。省财

□丛培德  张宪旺

近年来，面对发展紧迫与财力紧张

的棘手难题，山东财政积极作为，不断

创新支持手段，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

杆作用，采取以存引贷、竞争分配、以

奖代补、风险补偿、贷款贴息、投资入

股、委托贷款、资金互助等多种办法，

以小搏大，用较少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多

的社会资本“输血”实体经济，为促进全

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2012年，

山东财政筹集资金287亿元，带动市县

财政投入186亿元，吸引金融信贷和社

会资本投放5500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实

体经济发展。

一、以存引贷，助力，小企业

从2010年开始，山东财政在全国

率先探索建立“以存引贷”管理机制，按

照“谁对重点企业支持大，谁获得财政

性存款多”的原则，引导商业银行将更

多贷款投向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2011

年，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及时调整

了“以存引贷”支持重点，开展了以中小

企业为支持重点的第二期“以存引贷”

工作。2012年4月，按照“谁对中小企业

支持大，谁获得财政性存款多”的原则，

山东财政筹集100亿元财政性资金实施

了第三期“以存引贷”，26家商业银行向

8218家中小企业多投放贷款850.16亿

元，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以存

引贷政策巧妙地将财政存款作为杠杆，

“倒逼”金融机构改变“嫌贫爱富”的理

念，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既

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又使财政

资金由死钱变成了活钱，发挥了财政资

金的“酵母”作用，还增加了商业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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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筹集资金66.45亿元（含中央补助资

金56.94亿元），带动市县财政投入94亿

元，引导金融机构投入67亿元，吸引社

会资金投入319亿元，支持廉租房、公

租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三是安排“蓝黄”两区建设奖补资

金20.41亿元，采取贷款贴息、财政补助

等方式，带动市县配套10.38亿元，引

导银行贷款334.69亿元，吸引社会投入

455.06亿元，支持了“蓝黄”两区289个

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培育海洋生物、海

洋装备制造业、海洋渔业、水产品精深

加工等5大海洋产业，以及高效生态农

业、石油装备制造业等5大高效生态产

业。四是省级投入绿化山东、旅游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新能源产业、企业创

新平台建设等专项奖补资金6.4亿元，

带动市县财政投入14.8亿元，引导银行

信贷和社会资本投入53.2亿元，支持生

态山东、“好客山东”旅游品牌、农业综

合开发、8类79个新能源产业项目和74

家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平台建设。

四、风险补偿，撬动银行新

增贷款

为调动银行对中小企业等重点领

域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山东财政探索建

立了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风险补偿、金融机构战略性新兴

产业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和金融机构奖

励、补贴等六项贷款奖补政策。一是建

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奖励机制。以省

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上年度小企业贷款季

均余额为基数，对本年度小企业贷款季

均余额超基数15%以上部分，按不高于

5‰的比例给予补偿奖励，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2012

年，省财政落实资金6000万元，到年末

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7265.7亿元，

比年初增加1257.4亿元；首次将小额贷

款公司纳入风险补偿范围，并加大对单

户授信500万元以上小微企业贷款的补

偿力度，引导小额贷款公司为小微企业

新增贷款163亿元。二是建立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省财政筹措资

金1.07亿元，对103家担保机构开展的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和再担保业务给予风

险补偿，对全省“十佳”担保机构给予奖

励，引导担保机构为2.4万户中小企业贷

款担保653亿元。其中，为小微企业贷款

担保469亿元。三是建立金融机构战略

性新兴产业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对

金融机构发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贷

款，按贷款增量超过20%的部分给予一

定比例的风险补偿。2012年，共对66家

金融机构拨付风险补偿资金7000万元，

引导增加科技贷款投放100亿元。四是

建立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机

制。对县域金融机构当年涉农贷款增量

超过15%的部分按一定比例给予奖励。

2012年，省财政筹集资金1.52亿元，带

动市县财政落实资金1.26亿元，对71个

县（市）183户县域金融机构给予奖励，

可予奖励的贷款增量为142.39亿元。五

是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补贴机

制。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

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按照贷款平

均余额的2%给予费用补贴。2012年，共

落实资金7164万元，对24家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给予定向费用补贴，引导发放贷

款60亿元。六是建立新设金融机构奖励

补助机制。对国内外金融机构来鲁新设

立区域总部和分支机构给予一次性奖励

补助。2012年，省级拨付资金5198万元，

对418户新设金融分支机构给予开办费

补助奖励，新设机构数是2011年的4倍，

吸引注册资金176亿元。

五、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性

融资

山东财政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

和撬动作用，先后出台小额担保贷款贴

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服务业和林

业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积极运用贷款

贴息方式支持政策性融资。一是实施小

额担保贷款贴息，积极争取到小额担保

贷款中部地区财政补贴政策。2012年，

筹集贴息资金5000万元，拉动贷款发放

42.4亿元，惠及1468家小微型企业，带

动12万人创业就业。二是实施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省财政安排资金

2.47亿元，与农行、农发行等7家省级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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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作，采取“发布支持重点、企业申请

贷款、部门联合推荐、银行独立审贷、财

政予以贴息”的方式，共扶持省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549家，撬动银行贷款

179.5亿元，吸引社会投入69亿元。三是

利用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1.05亿元，通

过贷款贴息和补助方式，引导市县配套

资金8395万元，银行贷款45.1亿元，吸

引社会投入51.6亿元，积极支持现代物

流、文化创意产业、养老服务和其他新

兴服务业发展。四是实施林业贷款贴息，

省级筹集资金1.17亿元，对符合条件的

林下经济项目、工业原料林项目、木本

油料项目以及林农小额贷款项目等实施

财政贴息，引导银行贷款28亿元，带动

社会投入15亿元。另外，省财政还安排

贴息资金4540万元，引导银行贷款4.1亿

元，对胶东调水工程给予大力支持。

六、投资入股，促成参股创

投基金

山东财政积极探索融资机制，创新

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支持建立了多项投

资基金或投融资公司。一是支持设立创

业投资基金，2012年第二批1.5亿元引

导基金共带动地方政府投资3.3亿元，

引导社会资本11.35亿元；同时，安排

配套资金1亿元，争取中央新兴产业创

投计划参股资金1亿元，带动社会资本

3亿元，设立了2支新兴产业创业投资

基金，引导和带动了社会资本支持新兴

产业中小企业发展。二是支持设立文化

产业投资基金，安排资金5000万元，吸

收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大型国有企业认

购，带动山东出版集团、山东鲁信集团、

山东能源集团、大众报业集团等8个企

业出资2.6亿元，为搭建总规模10亿元

的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奠定了基础，支

持比较优势强、发展前景好、上市潜力

大的文化产业项目，以及新兴文化产业

领域的高成长中小企业。三是支持发起

设立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多渠道

筹资7亿元（含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安排资金6亿元），吸引各方面共同参

股，截至2012年底已筹集到位42亿元。

四是支持成立省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省财政出资5400万元，吸引省内企

业出资6600万元，获银行授信额度8亿

元，预计将对社会投入产生8-10倍的

示范带动作用。五是支持设立科技风险

投资资金，委托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

限公司以“股权投资”形式对省内高新

技术企业进行投资。2012年，安排资金

1亿元，引导银行投入4亿元，吸引社会

资本1.5亿元。六是支持平原水库建设

股权融资，拨付省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资

金3704万元，采取股权投资方式，带动

市县财政投入1.62亿元，吸引银行贷款

7400万元，支持了26座农村饮水水源地

平原水库建设。

七、委托贷款，支持企业发展

自2006年起，山东财政不断创新财

银合作模式，采用委托贷款、无息使用

的方式，积极支持企业发展。一是利用

工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2012年，采用

委托银行贷款、无息滚动周转使用的方

式，通过招标选择合作金融机构，安排

委托贷款1.6亿元，带动银行信贷126亿

元，吸引社会投入50亿元，对电子信息

等6大支柱产业，以及33个结构调整项

目予以重点支持，企业年新增销售收入

136亿元，新增利润18亿元，创汇1.1亿

美元。二是利用蓝黄两区基建基金，与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3家

金融机构组建“两区”发展专项合作贷

款。2012年，省基建基金发放委托贷款

4.8亿元，带动银行信贷资金12.05亿元

投入到“两区”建设领域，集中扶持了海

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海洋运输物流

及文化旅游、渔业及水产加工、高效生

态农业、现代物流及生态旅游业等产业

项目，有效满足了重点企业资金需求，

有力推动了“两区”加快发展。

八、资金互助，帮助农户发

展生产

山东虽属经济发达地区，但在山区、

盐碱滩涂区等自然条件较差地区，仍然

存在约600万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不

足2500元，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山东

财政探索创新资金互助和民办公助等办

法措施，帮助农户脱贫致富、发展生产。

一是建立贫困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为

有效解决贫困农户发展生产资金短缺问

题，切实加快贫困农户脱贫致富步伐，

自2007年起，山东省积极创新财政扶贫

开发机制，启动实施了贫困村村民发展

互助资金试点工作。互助资金就是以财

政资金为引导，以政府、农户及社会共

同出资建立的扶贫互助社为载体，通过

为贫困农户提供小额、短期和低成本有

偿借款，帮助其发展生产的一种新型扶

贫开发模式。这一模式由以往财政资金

一次性无偿投入改为“周转使用、滚动

发展”，变“死钱”为“活钱”，由“输血”

变“造血”，不仅实现了财政资金的保值

增值，而且放大了资金使用效益。2012

年，省以上财政累计投入互助资金1.99

亿元，支持1038个贫困村建立了扶贫互

助社，带动市县财政投入5100万元，农

户自愿出资和社会投入9800万元，累计

为16.8万农户（次）发放借款7.9亿元，

户均实现增收1200多元。二是建立农业

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民办公助资金，

省财政积极探索创新“政府引导、配套

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发展”的财政投入

机制，通过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载

体，调动农民筹资筹劳的积极性。2012

年，安排资金5700万元，吸引合作社社

员投入1.03亿元，支持“农民专业合作

社试点”项目25个，“土地治理和农业产

业化经营有机结合试点”项目3个，取得

农业经济收入1.94亿元。

（作者单位：山东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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