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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多轮联动推进财源建设

朱国兵  李家才

几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围绕建设

现代化港口工业城市这一宏伟愿

景，陆续制定了包括培育大企业集团、

重大工业项目考核奖励、外贸扶持、促

进园区和临港产业建设、加快东部城

区发展、推进民营经济、加快担保体系

建设、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等一系列配

套扶持措施，形成了涵盖面广、针对性

强、联动性好的财源建设政策体系。财

政部门从推进财源建设项目管理的制

度化入手，对项目资源实行信息共享、

集成配置和全程跟踪问效管理，把握

整体财源结构，多轮联动，为财源建设

提供政策扶持。全市经济总量和财政

收入有了较大增长，2001年到2006年

六年间，G D P年均递增10.29%，一般

预算收入年均递增23.72%，充分凸显

了财源建设政策在经济振兴和跨越发

展中的拉动作用。
第一轮，巩固现实财源，壮大骨干

财源。抓骨干财源，就是明确财政支持

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

企业和重点项目。财政部门把新医药、

新材料、现代装备制造、港口建设和临

港产业、新能源和化工、纺织、食品等

支柱产业作为扶持重点，对这些处于

财源建设关键控制点的企业和项目，

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扶持政策，在发展

环境和要素投入上实行“差异化”重点

扶持战略，不断增强其税收贡献能力。

2006年财政部门出台了扶持重点工业

企业加快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对重点

税源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奖励，极大地

调动了企业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以医

药板块中恒瑞股份、康缘集团和豪森

股份三户“领头羊”企业为例，2006

年财政部门对三户企业安排包括科技

成果转化资金和重点技改补助等项目

资金 1872万元，三户企业当年销售收

入和实现利税分别比上年增长 26% 和

24%，上交税金总额为5.9亿元，增长

26%，占市区财政收入的 12%，“新医

药”板块骨干企业对地方财政的支撑

作用日益凸显。

第二轮，拉动梯度财源，注重可持

续发展。保持财源建设可持续发展，必

须努力积蓄区域经济的后发优势，构

筑梯度财源发展格局。一是抓好新经

济增长点项目的管理和扶持。根据企

业经济情况，市财政部门每年排出100

个新经济增长点项目，对这些项目加

强财务跟踪监控，及时帮助协调解决

项目、资金、管理等问题，促进项目按

期达产达效。2006年，全市新增长点

项目共新增销售收入 90.1亿元，拉动

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增长29.3个百

分点；实现利税8.2亿元，拉动规模以

上工业利税增长20.2个百分点，对财

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支

撑作用。二是利用政策优势，推进工业

园区建设。支持临港产业区、板桥工业

园等沿线沿海园区的规划建设，安排

财政扶持资金892万元，推进优势产业

和骨干企业向临港沿线园区集聚发展，

完善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奖励项目引

荐人，这些措施对加快园区项目突破

和工业推进起到重要作用。2006年全

市主要开发区和重点工业园区实现工

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40% 以上，一般

预算收入增幅达 39.5%。三是对成长

型企业量身定做扶持政策。2006年出

台了《企业成长和财税增收双优型项

目》和《重点工业项目补助和效益奖

励》两项扶持政策，对近两年来纳税形

成地方财力年均增幅在 10% 以上的竞

争性领域中的工业企业和市区重点工

业项目给予财政扶持。

第三轮，培植新兴财源，促进民营

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兴起。通过增设专

项扶持资金、规费返还以及扶持担保

体系建设等政策措施积极促进民营经

济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旅游和现代

物流等第三产业。2006年全市民营经

济和第三产业实现的增加值分别比上

年增长了 19% 和 15.3%，当年市区建

筑、房地产企业贡献的税收同比增长

42.7%。
第四轮，扶持特色产业，加快县域

财源建设。财政部门结合县域资源特

点和产业发展规划，在资金和项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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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把主导产业和科技含量较高、市

场竞争力强的特色产品作为主导财源，

把“顶天立地”的龙头企业作为支柱财

源。东海县的硅产业、灌南县的林木加

工业、灌云县的农产品加工业和赣榆

县的化工产业等特色产业都对当地的

产业集聚、产业链延伸和财税增收起

到主导作用。2006年全市四个县财政

收入增幅达 51.8%，其中九户财源建

设试点企业当年税收平均增幅达到

30.3%，表明省、市财源建设政策促进

了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最终转化为财力优势。

第五轮，挖掘隐性财源，用规范监

管和强化管理促进财政增收。税收征

管和项目管理上的“跑、冒、滴、漏”

以及企业因营运资金匮乏而导致的商

机错失等是财源建设的 “隐型杀手”。
为了挖掘这部份隐性财源，市财政部

门首先加强对年报审计的监管，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在年报审计中重点加

强了对出口退税、专项资金管理等相

关事项的检查处理，有效防范了隐性

财源的流失。其次，对产品对路但因资

金困难而开工不足的企业及时通过银

企合作机制和强化管理进行帮扶。连

云港中大海藻公司2006年因受资金困

扰曾一度停产，财政部门及时协调工

行为其提供流动资金贷款 1000万元，

同时，促进该公司强化管理、开源节

流，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及时

把握住了商机，2006年该公司上交税

收比上年增长了 46.8%，使这个一度

陷入困境的企业转化为财源支柱。

连云港在财源建设实践中，除了

政策扶持外，还从以下四个方面促进

企业改革和创新，形成了具有持续增

长潜力的区域财源发展模式。

一是通过企业改制、改组为财源

建设注入新活力。财政部门在企业改

制中，先后在筹措改制成本、土地出让

金统筹使用、规范改制行为、健全不良

资产核销制度和破产企业职工安置等

方面制定出一系列规范意见，有效推

动了企业改制、改组进程。截至 2006

年底，有98%的市属企业已完成改制，

通过改革释放了企业活力，增强了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一大批存量资产得

到了有效盘活，也培植壮大了财源。
二是从科技创新中增大财源建设

的“价值链”。多年来，连云港市财政

部门对科技投入一直采用 “聚焦战

略”，对科技项目实行重点倾斜，“十

五”期间，全市科技专项资金年均增长

24.32%，结合部省科技专项资金，初

步形成了从知识转化为技术、技术转

化为产业、产业转化为效益的完整的

科技扶持政策体系。2006年，市政府

出台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创业若干政

策，进一步完善了科技创新的优惠政

策和投入机制，包括企业技术开发费

税前扣除、加速折旧、企业兴建研发平

台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方

面，并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这些政策

对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增强科技后劲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从财政管理创新中增大财源

建设的“增值点”。在项目管理创新上，

连云港市财政部门摸索出了 “四符

合”、“三规范”、“两效益”的项目管理

原则。规定所有申报的财政扶持项目，

必须在产业政策、科技创新、财源建设

和管理规范方面“四符合”。在项目的

事前论证、事中监管和事后考评三个

环节实行“三规范”。在项目绩效管理

上，区分项目的不同性质对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分别考评。在政策服务和

管理咨询等综合创新方面，财政部门

还积极为重点财源企业提供企业内部

控制制度设计、财务和项目管理培训、

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辅导等

咨询服务，并通过财政网站进行政策

宣传和业务交流，把财源建设融入日

常管理和服务之中。

四是通过融资渠道改革，为财源

建设拓展多元化的“资金流”。连云港

市在财源建设资金投入上注重转变观

念，由过去单纯依靠上级财政投入转

变为由各级财政、金融资金、企业自筹

资金的配套联动、市场化运作、多元化

筹资格局，带动了更多的社会资金投

入到重点项目。2006年，全市技术改

造项目财政资金投入2445万元，带动

社会资金却多达 12.47亿元，放大了

51倍，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财政资金的

乘数效应，有效缓解了经济快速发展

带来的资金压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赵 军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地方财政
	连云港市多轮联动推进财源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