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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用完善的 公共服务打造

轻纺名城丁克勤

仙桃市地处汉江平原腹地，是一

座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城。近几年，仙桃

市按照 “打造轻纺名城，构建都市花

园”的思路，不断推进工业化发展进

程，已初步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以

外向型、轻结构定位的工业化发展模

式。到 2003 年，以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园区 、 仙桃工业园为主体的

工业园（区）内共发展工业项目 500 多

个，集聚个体私营企业 1000 余家，每

年提供税收 3 亿多元，占全市工商税收

的 70% 以上。在仙桃工业化发展中，财

政部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按照

公共财政要求，为企业提供相对完善

的公共服务，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

境，推动了工业化发展的进程，做大了

经济财政 “蛋糕”。
财政支持工业化发展

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持工

业发展，做大经济“蛋糕”一定要有新

思维。从仙桃的实践来看，财政部门要

在市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有所作为，

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 “进”与“退”的

关系。过去，由于政企不分、财政大包

大揽，导致企业竞争机制缺乏，效益普

遍偏低，有的甚至严重亏损。近几年

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财政

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管理方式已

难以适应新的要求，财政部门应及时

调整思路，从“越位”上退下来，从“缺

位” 上补上去。首先，要改变过去国有

产权主体单一的状况，将国有资本全

面转化，以入股形式或转卖手段，逐步

退出竞争领域 ，降低政府和财政风

险。其次，积极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进

一步筹措发展资金，解决企业特别是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对社会

资源进行调节整合，将管理职能转移

到产业导向等相关领域，促进企业提

高综合竞争力。近年来，仙桃市财政部

门坚决从竞争领域退出来，大胆放手

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并建立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

效地增强了企业活力，为全市工业化

格局的逐步形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发挥“雪中送炭” 和“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
（二）正确处理好 “硬” 与 “软” 的

关系。工业化发展必须有良好的软硬

环境作支撑。在加强环境建设中，只有

坚持“软硬”并举，才能打造出诚信、

美化的投资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的目标。仙桃市财政部门在支持工业

化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工业园区 “三

通一平”硬件建设，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为城市扩规模上档次作后盾。同时，严

格加强收费项目管理，坚决制止和打

击 “三乱” 行为，切实为企业减负降

压，使企业业主能安心创业。并出台了

一系列奖励政策，吸引外商投资。
（三）正确处理好“国” 与“民”的

关系。市场经济转轨后，国有、集体企

业依靠财政投入的路子越来越窄，不

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企业发展将

会陷入困境。而民营经济因其产权明

晰，机制灵活，发展后劲十分强劲。因

此，财政部门只有彻底摆脱 “国” 与

“民”的束缚，大力支持企业改制，才

能盘活国有资产，加快工业化进程，实

现国有与民营的双赢、双活。仙桃市在

推行企业改制过程中，市财政部门积

极配合，大胆将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

企业，并运用财政职能，解决好改制企

业职工安置、债务偿还等问题，使大部

分企业在短时期内顺利地完成了资产

重组，后期投资迅猛增长，达到了盘活

国有资产，壮大民营企业的目的。
（四）正确处理好“高”与“低”的

关系。W TO 的加入，标志着我国企业

参与国际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过去

低水平、高能耗的 “五小企业”已难以

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企业要发展壮

大，就要不断提高科技含量，走 “科技

兴厂”的路子。面对这一形势和要求，

财政部门要将扶持重点放在 “增强企

业素质” 上，要积极为有条件的企业争

取国债资金和技改资金，帮助企业进

行技术改造，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只

有这样，才能在支持企业发展道路上

有所作为。近几年来，仙桃市财政部门

积极向上争取技改资金，使一批企业

技术水平不断增强，效益日渐凸现。其

中，丝宝、迈亚等 5 家企业被认定为省

级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远销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年利税增幅达

17%。

财政支持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营造发展优

势。近几年，仙桃市财政部门按照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规划，不断加大

对城市重点工程、交通路网和工业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利用预

算内外资金、融资贴息以及国债资金

的投入达 5 亿多元，为工业化发展营造

了较强的承载优势，增强了境内外企

业老板的投资信心，实现了整合资源

优势、吸纳投资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

的跨越。具体来说，重点支持了以 “两

桥两路” 为重点的交通工程，以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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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为重点的能源工程，以电信宽带

网为重点的信息工程，以汉江堤防为

重点的城市防洪工程，以垃圾、污水无

公害化处理的重点环保工程，以及城

市文化、美化、绿化、亮化等城市重点

工程建设。与此同时，市财政还采取融

资贴息、土地入股等筹资形式，支持工

业园区实现 “三通一平”，兴建标准化

厂房，高标准建设了高新技术开发工

业园区等 3 个规模大、科技含量高、辐

射功能强、综合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园

区。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整体升

级，使投资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吸引

外商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丝宝集团在

仙桃首期投资成功后，又投资 5 亿元征

地 320亩，新增扩建了5大项目生产线，

准备再造一座丝宝城。

用活用足财税政策，吸引投资。
一是对固定资产投资在 500 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

起，按国家规定的企业所得税市级分

成部分，两年内全额奖励给企业，第 3

—5年按 50% 奖励给企业，5 年以后恢

复征收。二是对高新技术企业除享受

企业所得税市级分成部分奖励政策

外，还可在 3 年内按其所缴增值税市级

分成部分的 30% 予以奖励。三是对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除上述规定税

收奖励期满后，视其规模和牵动效

应，还可延长年限。四是外来企业投资

环保、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国家鼓励发

展的产业项目，在不违反国家税收法

规的前提下，享受国家、省和本市规定

的全部优惠政策，并享受地方财政的

扶持政策。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全市

引进了一批大集团、大公司、大项目，

近两年，仅市内民间投资新上的超过

500 万元的项目就有 30 多个，形成了众

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了市域经济

工业化的后劲与活力。
充当银企桥梁，提供信用担保。

受金融体制、企业信用等因素制约，近

几年，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鉴

于此，仙桃市财政部门大胆创新，组建

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负盈亏的财

源担保公司，公司主要为中小企业特

别是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公司成

立 4 年多来，先后为近 300 家中小民营

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总循环融投资近 3

亿元。在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公司

坚持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支持民营

骨干企业。市财政充分利用财源担保

公司，积极主动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贷

款担保，充分发挥其骨干示范作用。市

华泰公司是一家在原市棉纺集团的一

个小车间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民营企

业，财源担保公司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贷款 100 万元，帮助实施技术改造，更

新生产设备，促进了产品上档升级，使

该公司产销两旺，净资产已由原来的

100 万元扩充到 1500 万元。华泰公司的

崛起，催生和带动了香港联亮、光益等

民营纺织企业大户纷纷抢滩落户仙

桃，使全市纺织行业重新焕发了生

机。二是注重规模效应。为促进工业化

块状集聚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

实力和竞争力，市财源担保公司积极

支持民营企业走规模化发展道路。如

彭场镇无纺布制品生产已初具规模，

但几家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担保公司

及时为该镇 10 多家民营企业提供贷款

担保 280 万元，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燃眉

之急，年内提供税收达到 1000多万元，

占该镇税收收入的 93%。三是支持行业

优化调整。把适合仙桃市经济发展的

行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形成民营主

导产业。如针对仙桃农业资源丰富、农

副产品加工业潜力大的特点，为蛋品

加工 、 食品加工等企业提供贷款担

保。
发挥职能作用，支持改制企业发

展。第一，化解债务包袱，让企业轻装

前进。一是挂账。如市机械厂改制时，

资产负债率高达 94 % ，仅欠市本级财

政周转金就达 160 万元，一些准备买断

企业的经营业主认为债务太重，不情

愿买断，改制无法进行。市财政部门在

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将该企业借用的

本级周转金 160 万元作挂账处理，最后

促成经营业主买断了企业，使企业焕

发了勃勃生机。二是转股。市经编毛毯

厂是仙桃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改制

时，市财政将该企业借用的市本级财

政周转金 960 万元全部转为国有股，减

轻了企业债务，增加了企业股本，该企

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后成功上市，平稳

渡过了改制磨合期，保持了良好的发

展势头。三是贴息。市水泥厂改制前处

于半停产状态，债务负担沉重，市财政

分 5 年对该厂银行贷款贴息 100 多万

元，促成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其

实行兼并，企业当年扭亏增盈，实现利

润 94 万元。第二，多管齐下，切实解

决重组企业职工安置难题。下岗职工

安置问题是企业改制的重大难题，搞

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迟滞工业化

进程。仙桃市财政部门积极发挥财政

职能，千方百计为职工安置寻找 “出

路”。一是在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时，优先保证重组企业职工安置补偿

金。仅 2002 年，全市用资产转让收入

安排职工安置补偿费就达 1316 万元。
二是转让股权，支持重组企业搞好职

工安置。如市第一制药厂改制时，职工

安置费用无法落实。市财政通过转让

股份将所得收入 330 万元用于该厂安

置职工，使其顺利重组。三是按照“三

三制”原则，每年在预算中安排下岗职

工生活费和再就业资金达 20 00 多万

元，加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和每年从

地方财政中配套的资金，基本解除了

企业后顾之忧，促进了企业健康发

展。第三，跟踪服务，提升改制企业竞

争力。为了从整体上搞活市域经济，加

快工业化发展，仙桃市财政坚持不懈

地支持改制企业实施技改和科技创

新，扶持改制企业上档次、上规模。仅

2001 年到 2003年，市财政共帮助筹集、

投入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4543 万元，技

改贴息 3920 万元，扶持了 16家重点企

业新上 21 个技改项目。
（作者为湖北省仙桃市财政局局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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