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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企业享受优质的财政服务

在
同龄人的眼中，他是毕业于华

东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的优

秀硕士研究生，是有着12年

党龄的年轻“老党员”；在领导和同事的

眼中，他是一名想办事、能办事、办成事

的得力干将和业务模范 ；在服务对象的

眼中，他工作思路清晰，政策把握准确，

是不摆架子、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机

关干部。短短六年间，董文曜从一名刚走

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成长为上海市徐

汇区财政部门的业务骨干、中层干部。工

作中他独当一面屡获好评，自担任经济

建设科副科长并主持工作以来，徐汇区

在落实财政政策、管理专项资金、服务企

业融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多项工

作走在全市前列。

“2+3”审贷模式　
给力企业促发展

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是一项重要

的财政政策手段。董文曜非常乐于看到

有前途的企业不断壮大，为此，他耗费了

很多心血，付出了很多心力。近年来，经

由徐汇区财政局推荐，在徐汇区注册的

企业获得中投保上海分公司政策性担保

贷款的规模一直在全市各区县高居榜首。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郑

小群和她的丈夫都是留法的博士，几年

前，掌握新型添加剂核心技术的他们，谢

绝了导师和法国知名企业的多次挽留，

回国开创事业。他们自主研发的表面施

胶剂、分散剂、助磨剂、润滑剂等产品，

能广泛应用于造纸、印刷等相关行业。但

是，夫妇俩一无资金，二无市场。一筹莫

展之际，徐汇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们创办的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进驻了

徐汇区的产业孵化基地。经徐汇区财政

局的推荐，还获得了中投保上海分公司

的480万元贷款担保，新生的企业就此蹒

跚起步。有了启动资金，产品迅速打开了

市场，公司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得到的

担保贷款也逐步增加，最多时获贷1000

万元。2009年，企业的年营业总收入突破

1.5亿元，利润总额超过3000万元。2010

年,企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产品供不应

求，此时扩大再生产是最佳时机。可是，

购置了厂房、增加了设备、研发了新品之

后，企业面临着很大的资金压力。把这几

年赚的钱都投进去，再东拼西凑，仍然有

1500万元的资金缺口。而中投保上海分

公司规定，一家企业的担保贷款额度不

能超过1000万元。

无奈之时，区财政局又给这家企业

带来了希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不少企

业“融资难”、“担保难”。传统的注重财

务报表和实物资产抵押的贷款担保审核

模式，将许多中小企业挡在了政策门槛

之外。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董文曜提出

了以“口碑+市场”为先导的“2+3”审贷

模式。首先考察企业的信用状况和产品

的市场前景，再综合分析企业的产业导

向、财务报表和反担保措施，据此确定是

否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以及担保的额度。

他的大胆提议，得到了局领导的支持。

一家企业的担保贷款额度不能超过

1000万的规定束缚了企业发展的手脚。

在“2+3”审贷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徐汇

区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域的优秀企业，区

财政局又和相关部门一起研究制定了一

套融资担保政策方案，力争把单户企业

的担保贷款限额从1000万元提高到2000

万元。区财政局向市财政局和中投保总

公司请示汇报后，获批在徐汇区试点。东

升新材料有限公司幸运地被纳入了试点

范围。

2010年 7月，东升公司获得了中投

保担保的1500万元贷款，同时还得到了

财政贴息、科技资金等一系列配套扶持

资金。有了资金支持，公司发展动力更

足了。1至10月，营业总收入达到了2.2

亿元。

借助以“口碑+市场”为先导的“2+3”

——记上海市徐汇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副科长董文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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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贷模式，2009年，徐汇区的中小企业共

获得2.66亿元无实物资产抵押的担保贷

款，许多企业因此起死回生，成长壮大。

当一个优秀的财政“管家”

通俗地说，董文曜的工作就是“用

钱”——把财政收入用于支持区内企业的

成长，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前几年，徐汇区的中小企业普遍面

临着融资成本高的困难。针对这一难题，

董文曜带领专管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牵头制定了《徐汇区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帮助企业在特殊时期实现了“无成本”融

资。为了更好地调动和引导社会资金共

同支持区内企业的发展，他还配合区金融

办等部门，积极研究、搭建了企业互助融

资平台、开发区企业融资平台等多个具有

区域特色的企业融资平台，不断完善政策

性融资体系。2009年，徐汇区各类支持企

业的政策性融资总额一举突破10亿元。

怎样分配好财政政策扶持资金，董

文曜心中也有一本账——加大对现代服务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实现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

长。结合徐汇区的资源和产业特点，他和

区相关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徐汇

区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海隆软件等一大批

企业因此受益。近几年，全区现代服务业

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2006年，现代服

务业的区级财政收入仅15.61亿元，2009

年已达到27.54亿元。为支持科技产业发

展，通过深入研究，他还牵头制定了徐汇

区“十一五”期间加大科技投入的指导性

意见，提出了“45667”的科技投入指标——

即科技投入分别达到当年区财政支出比例

的4%、5%、6%、6%和7%，确保“十一五”期

间全区科技投入总量达到20亿元。

在徐汇区财政局，上至局领导，下

至普通员工，都把董文曜称为“电脑”。国

家的、上海市的、徐汇区的财政政策，从

宏观的条条框框到具体的执行细则，他

都能条分缕析地说得一清二楚 ；徐汇区

的产业主管部门和基层企业，凡是与财

政业务有关的情况，他都了然于胸 ；区

科委、商务委、金融办等主管部门，他都

与之有充分的沟通交流 ；有些企业提出

的要求不符合扶持政策，他从不只是简

单地告诉对方不能办，而是指点对方以

后怎么办。有时为了向一个服务对象解

释一项政策，他不惜花费一、两个钟头。

他常对同事们说 ：“财政政策，必须要让

企业看得见、算得出、拿得到。”作为他的

服务对象，企业老总们都感到庆幸 ：“注

册在徐汇，真是选对了地方。”

效率和公平来自科学的管理

近年来，为了推进徐汇区产业能级

的提升，区里多个产业部门研究设立了经

济发展类专项资金，全区政策资金投入的

规模逐年提高。2009年，政策资金总量突

破了10亿元。总量增加了，对这些资金的

预算编制和支出管理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执行财政扶持政策时，董文曜发现，

有的企业重复享受政策扶持，有的企业

却一项政策也享受不到。领导及相关部

门也无法及时全面地掌握专项资金的动

态信息，不利于做出正确的政策决策和

预算安排。此外，项目从立项至验收，也

缺乏对预期效益跟踪检验的手段，无法

实现有效的绩效评估。这种现象的根源，

在于专项资金信息不共享。

区领导提出了“制度+科技”的管理

要求，董文曜开始默默地思考，如何把这

个要求落实到专项资金的管理中。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他酝酿着建立一个完备

的信息管理平台，围绕国家、市、区各级

政策，把徐汇区的多个经济发展类专项

资金系统地管起来。

这个平台，必须起到以下作用 ：一

是深化部门协同，提高资金利用率。通过

平台的信息共享，使各部门能够全面掌

握产业政策现状以及企业所受扶持情况，

避免出现扶持对象重复或者遗漏的现象，

最大限度发挥专项资金效用。二是加强

支出管理，做好资金跟踪。通过平台的数

据记录，清晰反映每一笔已拨付专项资

金的政策依据和投向，保证审批和支出

的规范，做好全过程的资金跟踪管理。三

是开展绩效分析，优化资金预算。为开展

扶持资金使用情况绩效评估，提供基础

性数据平台，通过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

析，反映政策的实际作用，以便于更好地

安排产业类专项资金部门预算。

想法形成文字后，便是大量的前期

论证和系统开发工作。在近半年的日子

里，每个双休日，他都在办公室研究优化

系统开发方案。2010年1月，“徐汇区经

济发展类专项资金的信息管理平台”正式

投入使用。这个平台把徐汇区所有的政

策资金项目都纳入了系统管理。通过这

个平台，区内各行业、各企业的信息和政

策享受情况，专项资金的申请、审批、拨

付以及绩效评估等环节，都能看得一清

二楚。不仅为财政部门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提供了基础，也为区领导提供了决策

信息，为各专项资金主管部门提供了管

理工具，为区纪检和审计部门提供了监

督手段，同时资金规范化管理、资金绩效

跟踪和电子监管等方面的工作也因此上

了一个台阶。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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