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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山东省胶州市大胆

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通过

实施以发展经济促财政增收战略，

使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保持了快速增

长。200 4 年，全市完成国内生产总

值 217 亿元，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跨

入全国 30 强行列，地方财政收入突

破了 8 亿元，走出了一条以县域经

济发展带动财政增收的新路子。
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突

破口。多年来，胶州市政府将招商

引资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突破

口、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来抓，在

全市设立了 7 个专业部门招商局，

市财政每年优先、足额安排招商引

资经费，充分调动招商引资的积极

性。拓宽招商引资思路，树立载体

招商、环境招商理念，由各镇和各

招商部门根据各自的优势通过以商

招商、阵地招商、委托招商、节会

招商等方式多头出击，取得了良好

的实效。在利用外资方面，自 1 988

年第一个外资项目落户胶州起，目

前已实际利用外资 24.5 亿美元，累

计引进外资项目 2000 多个，其中包

括美国艾默生等世界 500 强企业 10

家。涉外税收也呈快速增长趋势，

200 4 年达到 5 亿元，占全市税收总

额的 3 6 % 。在利用内资方面，截至

2004 年实际利用内资 157 亿元，中

集、海尔、澳柯玛等一批国内著名

企业纷纷落户胶州，已形成了家电

电子、机械制造、轻工纺织、精细

化工等多个优势产品生产链。招商

引资的方式也从最初的沿路开发、

全民引资、单一招商发展到目前的

组团招商 、 专业引资 、多形式招

商。在引进外来资金的过程中，他

们注重统筹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

环境保护的关系，重点引进大项

目 、高关联度项目和高科技项目，

坚决杜绝污染项目 、 淘汰产业项

目。如市经济开发区规定入区项目

须达到亩均土地投入 200 万元，亩均

土地产出 300 万元，同时必须符合优

化经济结构和保护环境的要求。目

前，招商引资已成为胶州全社会投

资的主体力量，利用内外资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2/3，为胶州的经

济带来了勃勃生机和发展活力。

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发展的

主线。胶州市政府牢固树立结构生

财的观念，向调整结构要效益，紧

紧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做文章，积极

培育和发展优势行业和优势企业。

以 “巩固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

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为

基本原则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做大做活

优势产业，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

初步形成了开放型、民营型、园区

型、临港型、农副产品加工型五大

特色经济。农业方面，在加大财政

投入的基础上，把引进涉农内、外

资项目作为带动农业结构调整的重

点，加大农业招商力度，鼓励外商

进入农业园区 ，兴办龙头加工企

业，形成了畜牧 、蔬菜、花木、水

产、林果五大高效主导产业，初步

构筑起农业生产 “三区一带” 区域

化布局。工业方面，打破所有制界

限 ，鼓励引导外资经济收购、兼

并 、租赁、参股国 有集体企业改

革，盘活存量资产 20 多亿元，培植

并形成了金属结构、皮革制鞋、电

子制造、食品加工四大工业支柱产

业 ，实现了速度 、效益的同步提

高。实施 “工业立市”战略，加快

新兴工业化步伐，突出规模化、集

约化，重点培植壮大规模型企业。
2004 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345

家，实现工业增加值 9 1 亿元，利税

1 2 亿元，成为胶州经济发展的主导

力量。第三产业方面，依托交通、

区位、临港优势，大力发展物流、

仓储、商贸、服务业，提升了第三

产业的档次和水平，构筑起大市

场、大商贸、大流通的三产格局。
民营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围绕

延伸产业链条，发展 “配角经济”，

全市产值过亿元的民营企业 1 6 家，

年实现个私税收 3 亿多元，成为胶

州最具潜力的增长点。
以园区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载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体。胶州市充分发挥毗邻日、韩两

国的区位优势和本地资源优势、经

济优势，结合城镇规划和建设，大

力加强园区建设。市政府提出，园

区经济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土

地政策，不违背法律法规，能有效

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财

政都应大力支持。近年来市财政先

后投入资金 3 亿多元，用于改善基

础设施，扶持园区产业发展，发挥

园区的经济带动作用。200 4 年又以

清理土地市场为契机，加大园区整

合和土地挖潜力度，实施“收地缩

院”，依法收回闲置土地 1700 亩，盘

活存量土地 600多亩，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强度，并

通过了国家检查验收。目前胶州市

已形成 30 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累

计投入 18 亿元，全市 80% 以上的内

外资项目落户园区，为地方经济打

造起了快速发展平台。
通过软环境建设提升经济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胶州市政

府按照 “政府提速” 的要求，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政务公

开，减压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

程序，改进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

效率。在全市集中开展了软环境集

中整治活动，制定出台了《关于影

响经济发展环境实施责任追究的暂

行办法》，规定对镇（办事处）、市直

部门不兑现承诺，擅自到企业检

查、处罚不报审批等十几种行为，

分别视情节给予书面检查、通报批

评、诫勉、调离岗位、辞退等处罚。
为了削减行政成本，为不同经济主

体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

20 01 年底，启动了全市行政服务大

厅，将大部分行政审批事项集中进

驻大厅，实行一站式服务，坚持申

办事项、办事程序、申报材料、承

诺时限、收费标准五公开，建立了

公休日预约服务制度，在公休日安

排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对重点项

目、紧急项目实行特事特办，加班

加点为申办人服务。目前行政服务

中心日 均办理各种审批事项超过

150 件，客户满意率始终保持在 98%

以上，既杜绝了私下钱权交易、吃

拿卡要、暗箱操作等不正之风，又

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优化了发

展环境。
积极探索城市经营发展新战

略。城市作为县域经济的中心，是

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加快城

市建设，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可

以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撑。但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

财政在满足各项法定支出后，已没

有多少财力来进行城市建设。在经

过长时间探索后，胶州财政部门发

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 的作

用，通过 “经营城市” 来破解这个

难题。他们从融入胶东半岛经济圈

出发，聘请专家对城市布局、功能

进行定位 ，论证规划了 “一城四

区” 的城乡一体化布局，即稳步推

进老城区改造、推进东部工业区建

设、打造北部仓储物流新区、启动

西部商贸区、加快国际社区建设。

实施旧城改造，巧妙地利用 “腾笼

换鸟” 方式，把黄金地段的亏损企

业及行政事业单位等有计划的实施

搬迁，在原有地段发展第三产业，

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
建设新城区 ，通过盘活存量筹资

金、完善配套融资金、包装项目引

资金等方式，短短几年时间就使一

座靓丽的新城区拔地而起。目前胶

州建成区面积已扩展到 2 8 平方公

里，城市化水平达 46% ，市区人口增

加到 30 万，先后获得了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生态示范区 、 全国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等称号，城市

形象的提升为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实行绩效管理为经济发展保驾

护航。为充分调动起全市各级各部

门加强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强化激

励约束机制，胶州市政府在市直单

位和 1 8 个镇（办事处）建立起了以

“科学民主、责任制衡、督察考核”

为核心的目标绩效管理体制。在绩

效管理目标的制定中，始终紧紧围

绕“351”发展目标，按照当前经济

发展战略对各个部门和镇（办事处）

设定不同的经济考核体系，不仅有

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评价目标，而

且对经济潜力、运行质量和社会保

障也进行考核。同时对 1 8 个镇（办）

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各自的特

点、条件和发展优势，划分为三大

方队，在考核指标、指标分值和权

重的确定上有所侧重，突出不同地

区发展目标和全市战略布局的总体

要求，力求发挥各镇优势特色，避

免发展结构、格局的雷同和区域间

的恶性竞争，使绩效管理真正起到

导向作用，切实推动全市经济实现

良性运转。在财政绩效管理方面，

立足实际，将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确

定为“确保 20% ，力争 25% ”，同时

对财政工作涉及的部门预算、国库

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管理、社会

保障、软环境建设等等都列有详实

的绩效管理目标。而且在这些目标

的制定过程中，都要征求社会各界

的意见，大部分目标需要做到 “两

上两下”，个别的需要 “三上三

下”。对绩效管理执行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每年进

行修订。按照兼顾各级政府利益、

不削弱各级增收节支积极性的原

则，通过适当集中财力、建立相对

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了对财

政困难镇（办）的扶持力度，确保全

市各镇（ 办）均达到最低支出保障

线，调动了乡镇政府增收积极性，

促进了市与各镇（办）的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胶州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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