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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
非公有制成为政府
推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途径

钱皓  王晓刚

近年来，宿迁市从实际出发，加

快发展非公经济，在土地、投融资、

财税及科技等方面，为非公有制经

济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非公

经济无论在总量和贡献份额上，还

是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都取得了长

足进步，非公经济区域特色初步形

成。2002 年，全市私营个体经济增加

值占工业企业增加值的 64.8% ；入库

税收 4 .1 5 亿元，占全市工商税收的

40.9%。2003 年 1 — 6 月份，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15.6% ，

销售收入增长 23.5% ，其中私营企业

增加值增长 1 8 .9 % ，销售收入增长

25.7%。

确立非公有制经

济的重要地位

针 对经济 基 础薄弱的 特 殊市

情，宿迁市委、市政府动员全市上下

大胆解放思想，快速更新观念，明确

提出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实现思想

观念和工作方法上的 “三个转变” ：

一是由 “配角” 转变为“主角”，

确立非公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在宿迁这样的欠发达地区，非

公经 济是增加财政收入 、 扩大就

业、维护稳定的重要渠道。
二是由“官营”转变为“民营”，

坚定不移地依靠民资民力发展市域

经济。针对宿迁公有制经济地位十

分脆弱的实际，市委 、市政府提出在

全市工业企业 、 流通企业 、 社会事

业 、城镇和农村国有集体经营性资

产的五大产权制度改革中，树立 “能

民则民，公退民进” 的观念，把非公

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对私

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政治上大

胆给地位、给荣誉，经济上真正给票

子、给实惠，环境上保证给空间、给

方便。全市私营个体业 主 当选 为

市、县区人大代表的有 139 人，当选

为市、县区政协委员的有 2 12 人。
三是由 “散抓”转变为“齐抓”，

形成全社会齐抓非公经济工作的局

面。把发展非公经济的目标任务列

入各级党委 、政府的目标考核，明确

责任，强化措施，作为 “工业突破”

的主要抓手紧抓不放。通过几年努

力；全市上下形成了齐抓共管，齐心

协力加快发展非公经济的浓烈氛围

和喜人局面。

营造加快非公经济

发展的政策环境

本着能放则放，能宽则宽，务实

管用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加快私营

个体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着力创造

低交易成本和低生产成本的 “双低”

条件，形成 “洼地” 效应，为非公经

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政策保证。

一是大力拓展非公经济发展空

间。凡是国家没有明令禁止和国有

资本退出的领域都允许和支持非公

企业投资经营；对一些特殊行业，在

法律法 规允 许下 ，非公 有 经 济 企

业、个体工商户可以采取入股、参股

等形式参与生产经营。
二是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从事

非公经济。2000 年以来，宿迁市在全

省率先出台文件，支持和鼓励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创办、领办、引办

非公企业 ，每个单位按编制选派不

得低于三分之一的干部职工参与轮

岗创业，全面提倡在岗兼业。据不完

全统计，三年来全市机关干部约有

7000 多人参与兴办私营个体企业。
三是出台优惠政策促进非公经

济持续发展。除坚决执行国家和省

规定的有关政策外， 宿迁市对兴办

的私营企业在土地价格 、税费减免

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凡是进开

发区的工业企业采取协议价取得土

地，并可获得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五免五减半”、增值税地方留成部

分 “二免三减半” 和每度电贴息 0.1

元优惠。财政贴息资金主要用于发

展非公经济，20 0 2 年全市用于企业

发展的财政贴息资金共 1 440 万元，

其中用于发展非公经济的为 9 80 万

元，占总数的 68% 。

培育非公经济大

发展的机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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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内培外引，选准三条路径

全面推进非公经济发展。
一是放宽政策发展一批。通过

放宽政策、简化手续、降低门槛，放

手让所有想从事非公经济的个人进

入非公经济领域，包括引导和鼓励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招商、

轮岗创业、在岗兼业。通过努力，全

市比建市之初净增加个体工商户

25963户，私营企业 7752 户，从业人

员 40 万人，注册资金 67 亿元。

二是深化改革 壮大一批。鼓

励、支持非公企业参与国有、集体企

业改革。组织、引导非公经济大踏步

地进 入国 有 、集 体经 济退出的领

域，盘活闲置资产，打破所有制和地

区、部门限制，把国有、集体资本推

进产权交易市场，让私营个体企业

竞购，在参与改革中发 展壮大自

己。截至 2003 年 6 月底，全市 661 户

国有、集体、乡镇企业已有 629 户完

成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民有民营的

占企业总数 95.2%。目前，洋河、双

沟、苏玻和箭鹿等少数国有控股企

业尚在改制中。
三是招商引资吸纳一批。把招

商引资作为发展非公经济的一个重

要突破口，着力强化对招商引资工

作的考核和督查，以 形成的固定资

产投资额为考核标准，严格奖惩。县

区和市直部门广开招商渠道，创新

招商方式，纷纷采取敲门招商、网上

招商、定点招商、委托招商等形式，

广揽客商，取得了明显效果。全市新

办的私营企业一半以上来自于招商

引资。2003 年 1 — 6 月份，全市共合

同引进各类项目 2407 个，全市累计

固定资产投资在 20 0 万元以上的招

商引资新开工工业项目 416 个。全市

协议利用资金 10 1 亿元，实际到账资

金 24 .7 亿元。这些资本绝大部分是

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资本，为非公

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改善非公经济持续

发展的外部环境

在营造非公经济发展软环境过

程中，宿迁市各级政府坚持做到 “疏

通一个渠道，规范三个行为” ：

一是想方设法帮助非公企业疏

通资金渠道。一方面，由政府出面，

定期组织银企洽谈会，由银企双方

签定互保协议。去年以来，已先后召

开两次银企融资洽谈会，落实贷款 3

亿多元；另一方面，推行多种担保形

式，由银行采取“一次核定，随用随

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

对非公企业提供保证贷款和信用贷

款。为有效解决非公企业贷款难问

题，市、县区成立 9 个私营个体经济

担保公司 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

心，积极为私营个体企业提供贷款

担保服务，去年累计为私营个体企

业提供贷款担保超过 1 亿元，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资金难题。

二是依法规范审批登记行为、

收费行为和执法行为。在收费上，先

后出台《关于加强涉企收费管理的

意见》和《关于调整涉企收费项目和

标准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加强对

收费行为的管理。市、县组建行政收

费中心，对部分行政收费集中统一

收取，有效地制止了 “三乱” 行为。
特别是在农村非公企业减负方面，

各地严格执行上级减负文件，实行

“收费一卡清” 制度，使非公企业的

负担有效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市、县

（区 ）两级还设立了经济 “1 10” 及软

环境建设办公室，对损害非公企业

的行为进行查处和公开曝光，有效

地保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了

非公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财政局）

财经资讯
短 讯

  镇 江调 高城市低保等困 难人员生活 补助标 准

本刊通讯员

为缓解今年以 来市场粮、油等副食品价格上

涨给低保和其他特困家庭造成的 生活压力，近

日，江苏省镇江市调高对城市低保人员和纳入政

府解困范围内的困难企业“定补”人员共11400多

人的生活补助标准。为此，镇江市、区两级财政

全年将筹措近 300 万元专项补助资金，市、区两

级政府全年对这两类弱势群体生活补助资金将增

加到 1900 万元。据了解，镇江市从 4 月份到 6 月

份对现有城市低保人员和纳入政府解困范围内的

困难企业“定补”人员实行临时补助，标准为每

人每月 20元；从7 月 1 日起，提高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180元调整到200

元；从 7 月 1 日起，提高纳入政府解困范围内的

困难企业“定补”人员生活补助费标准，由现行

的每人每月 195 元调整到 2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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