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以 全新思路做大财政经济“蛋糕”

宜都：
“进”“退”之间求发展

韩庆顺  林毓卿  曹辉树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

财政基本框架，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

正确决策，也是财政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

和目标。财政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

把有限的财力集中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

务上，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却对公共财

政产生了片面的理解，甚至走进了误区。有

的把公共财政等同于“吃饭财政”；有的把

“退出”简单地等同于变卖国有资产；有的

甚至把公共财政同支持企业、支持经济发

展对立起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财政的

职能将会大大萎缩，仅仅停留在分切“蛋

糕”的层面上，从而忽略了支持经济发展这

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结果是财政收入

因此徘徊不前，而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也

难以得到保障。

经济基础薄弱、财政入不敷出、历史

包袱沉重的山区县——湖北省宜都市用这

几年的成功实践向人们证明了一个简单而

又辩证的道理：实践公共财政与支持经济

发展并不矛盾，只要把握“退”与“进”

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做到“退”得出“进”

得去，就能大有作为；经济发展了，财政

才能壮大，而只有强大的财政才能更好地

支持经济发展。只有财政收入这块“蛋

糕”做大做好了，切割分配才有了可能和

余地，也才能保障公共财政目标的最终实

现。

立跳难跃，不如退而冲刺

宜都市是湖北省38个山区县（市）之

一，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五小”工业区。
曾几何时，由于政府的主导投入和国有资

本的进入，工业经济和农村经济曾风光一

时。但好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

市场经济体系的日趋完备，缺乏竞争优势

和市场潜力的产业相继被淘汰。风光难续

的同时，宜都市面临的是经济增长乏力，

财政来源短缺的现实。到1998年底，全市

38家国有企业只有 11家勉强维持经营，

大部分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一方面，国

有资产在“歇息”中遭受损失；另一方面，

下岗失业工人的生存等诸多社会问题，也

无时无刻不在困扰政府和财政部门。风光

不再，引人深思。宜都在深入调查研究

后，发现这一现象的根源除市场原因外，

一个主要的诱发因素就是国有企业对政府

过分依赖，没有主动应对改革，适应市

场，丧失了调整结构、掉头转向的发展机

遇，直到回天乏力，淘汰出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国有资产

的监督机关，宜都市财政部门审时度势，

1999年初向地方党委、政府建议：改革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实施国有资本逐步退

出。并明确提出了区别不同情况，以推动

民营经济发展为核心，实行国有企业资产

流动和重组为重点的改革举措。得到首肯

后，财政部门本着积极、稳妥、审慎的态

度，顶着“非议”和“风险”，在国有企业

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实施国有股权转让。此项改革是

对那些项目很好、机制不活，产品很好、

效益不高的企业，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和退

出，使企业平稳驶向民营化轨道。到目

前，全市在机器不停、厂门不关、职工不

散的前提下，顺利转让国有产权6户，股

（产）权转让总额为7 636万元。二是推行

租赁经营。此项改革是对停产半停产企业

盘活资产存量。市财政、国资部门在收取

承租者一定比例的租赁资产保全抵押金的

前提下，共成功完成了11家企业的租赁，

累计出租有效资产9 870万元，年获取租

赁收入430万元，使 1 300多名职工实现

了重新上岗。三是实施“两个置换”，规范

资产处置。此项改革是专门针对长期停

产、淡出市场、回生无门类型的企业进行

的。通过对企业资产公开处置，达到置换

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的目的。全市已累计

处置单位资产143宗，涉及土地15 236平

方米，房屋123 409平方米，机器设备470

余台套，变现资金达3 828.09万元。四是

以明晰产权、政企分开为目标，在继续经

营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导入现代企业

制度，使之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资产营运

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市财政、

国资部门在实行“国”字号企业会计委派

的同时，还制订了 5大经济指标，7个档

次的严密考核体系，形成了《宜都市国有

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考核办法》，帮助企业

理顺了国家收益、企业积累与职工分配的

关系，全市留存的3家国企自2000年以来

的销售收入和入库税金分别实现了

12.7% 、17.4%的增长幅度，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率达到了 102.53%。
无情改革求活，有情安置求稳。激流

勇“退”的同时，宜都财政自始至终做到

了不缺位。在改革过程中，市财政、国资

部门制定了《租赁企业管理办法》，代表政

府与承租人签订了《保值增值责任书》
，
日

常监督更是疏而不漏。在国有资产处置

上，严把审批关、评估定价关、交易关和

资金进入专户关，确保了国有资产在变动

中的安全和原国企职工的合法权益。4年

来，全市通过转岗安置职工9 600人，买

断安置职工3 200人，财政国资专户归集

的国有资产变价收入中，运用直达方式累

计划拨资金3 600万元，用于兑现改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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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职工安置政策，有力地维护了安定团结

的局面，为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

证。

“退”中求“进”，

老职能新方式

宜都市财政部门在适时而“退”后，

并没有轻松下来，而是积极出谋划策，革

故鼎新，紧紧服务于地方党委、政府的经

济发展战略。
一是由过去直接的资金投入转变为环

境投入。市财政局始终把招商引资、扩大

就业、培植财源作为第一要务，每年从预

算上安排招商引资项目资金，专门用于正

式履约引进项目的水、电、路、厂房等前

期必要建设以及政府承诺的配套建设。通

过“投入——回收—再投入”的方式，

确保这笔资金永续利用，为完成前期建

设，保证证项目尽快上马，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1年，深圳东阳光集团落户宜都，客商

要求宜都方面提前介入，协助完成水、电、

路和征地建房事宜。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

的承诺，立马组建专班协助拆迁征地，累

计筹措资金 1 600万元，完成了 110KV的

变电站建设和大口径排水管道等建设，使

该企业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财政当

年也新增税收2 100万元。在诚信服务的感

召下，2002年，.该企业再次增加了3.5亿

元投入，提供税收达5 600万元，2003年，

东阳光集团作出了在2005年前，累计投资

15亿元，在宜都建成全国最大化成箔生产

基地的决定。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将突破30

亿元，每年提供税收1.5亿元。几年来，招

商引资专项资金共实现滚动投入 10 多

次，累计为20多个外来业主提供了类似东

阳光集团的配套服务。
二是财政资金支持方式由享用者争取

型转变为财政选择型。市财政运用财政贴

息手段和政策性切块资金支持企业技术创

新，提高市域经济增长中的科技三项费用

和贴息就多达200余万元，使市内7家不

同经济成份的工业企业和3个农业项目受

到了特殊待遇。惠宜陶瓷由于工艺流程不

合理，不堪重负的消耗使企业最高年亏损

400多万元。市财政调查发现后，及时安

排 25万元技改资金和 60万元贴息资金，

使企业顺利进行了生产工艺等改造，从而

一举扭亏为盈，年上缴税收增加了100多

万元。
三是由单纯执法转变为执法服务一体

化。市财政对市域内企业一视同仁，分别

明确了对口联系的财政专管员，以便及时

做好监督、服务。市财政将执法建立在培

训的基础上，4年共为 118家企业培养了

200多名合格的会计人才，既促进了《会

计法》的贯彻落实，改善了财会秩序，也

提高了企业财务报表质量，为领导决策汇

集了可靠的信息资源。
四是由过去缺乏效益的资金支持转变

为项目支持，促进城乡互动，工农并举。
近两年，市财政共申报支农项目20多个，

争取上级支农专项资金2 000多万元，争

取国债项目17个，资金3 900万元，使全

市农业产业化、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水库除险、节水农业等得到了长足发展和

稳步实施。特别是在农业综合开发上，市

财政精心选项，科学论证，共获国家核准

项目20多个，投资6 033万元，使全市5

个乡镇共18万亩中低产田得到改造，多种

经营项目启动发展，初步形成了水果、茶

叶、畜牧、蔬菜、水产、黄姜6大特色产

业，受益农民达 20万人。

企业赚钱，财政才能创收

国有资本的稳步“退出”，不仅没有影

响投资，相反市域投资呈几何级增长。4年

里宜都市吸纳的投资总额达21亿元，30多

家外来企业落户宜都。而这一切是在没有

承诺税收优惠等情况下实现的。
那么，外来企业“稀罕”宜都什么呢？

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总经理楼望俊

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他说，当初集团到

宜都来投资，看中的是这里有葛洲坝和三

峡丰富的电力资源。因为生产化成箔，最

重要的原料就是电，既是高耗能又是不能

断电的。带着试探性，第一次来只投入了

1 个亿。但宜都的工作出乎了我们的想

象，从征地拆迁到符合我们要求的“零平

面”，宜都只用了一个月时间。这段时间，

市财政局的 5 位同志天天与我们一起工

作，征地拆迁、跑各种手续、盖各种公章，

都是他们在做。工厂投产最重要的变电站

建设，手续繁杂，财政全部承担了建设任

务，为了让我们放心，还垫资了上千万

元，结果3个月便建成了。正是有了他们

作保障，公司从签订合同到正式投产仅用

了4个月时间，做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

产、当年见效。要是光凭我们自己，恐怕

一年也难建成。有感于此，东阳光集团于

2002年再次追加投资，进行二期工程建

设，并决定把宜都建成全国最大的化成箔

生产基地。楼望俊真诚地说：“一个企业

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市场，一个最好的产

品，如果错过了时机，就失去了市场。宜

都市财政热诚服务，帮助企业早竣工早投

产，这比什么税收优惠、土地优惠都要实

在。”

企业有企业的账，财政也有财政的

账：财政为东阳光公司的前期建设总共投

入了1600万元，这是垫付的，企业一旦投

产见效，就能收回。那么，这点付出换来

的是什么呢？2001年，东阳光当年实现税

收2 100万元；二期实现税收5 600万元；

而到2005年 15亿元投资到位时，宜都每

年从这个巨人身上可获得的税收是1.5亿

元。这样的“投入产出”不比财政自己投

资办企业强千百倍？这说明，没有赚钱的

企业，就不会有财政收入来源。帮企业赚

钱，正是给财政创收，如果光 “退”不

“进”，财政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只是要“退”得稳妥，“进”得要快，

不要重走过去直接投资办企业的老路。
事实胜于雄辩。2002年，宜都财政走

出低迷，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全市财政收

入达到2.2亿元，比上年增长23% ，高于

湖北省和宜昌市的平均水平，在全省山区

县（市）中更是独占鳌头。全市财政收入

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来自民营经济的

税收占据了财政收入的51% ，全市经济运

行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提高。财政保吃饭、

保建设、保稳定的职能履行能力与日俱

增。工资直达、社会保障、农村税费改革、

扶贫开发、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改革

在日益增强的财政实力支撑下推行到位。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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