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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用足财税政策  多管齐下稳增长促发展
重庆市财政局

2016 年以来，为支持新旧动能转

换、扩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等工作，重庆财政在用

好用足财税政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果上狠下功夫，较好发挥了财税政策在

稳增长促发展方面积极作用。

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

推动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为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在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过程中的“催化剂”和“助力

器”作用，重庆财政进行了积极探索，

主要是将部分财政扶持产业发展资金

的分配方式由“补贴性投入”转变为“股

权性投入”，形成了总规模 2000 多亿元

的股权投资基金。一是设立 200 亿元产

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通过 1：3 甚至 1：

5 的杠杆比，带动社会资本投入，重点

投向工业、科技、现代服务业、农业和

文化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目前，已投

资项目 74 个，投资超过 50 亿元。二是

设立 800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由财政产业引导基金和国有资本

共同出资，撬动企业增加资本金投入，

再按 1 ：1 引导银行资金。通过滚动实

施，五年后可支撑起 1 万亿元规模的战

略性新兴制造业。目前，该基金已投资

京东方液晶面板、惠科液晶面板、美国

AOS 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重大项目，总

投入 155 亿元。三是设立 1000 亿元中新

互联互通股权投资基金，由中新双方共

同出资 200 亿元，按照基石出资与社会

资本 1 ：4 的比例募集社会资本 800 亿

元，重点投资金融服务、航空、交通物

流、信息通信领域重大项目，支持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建设。

四是设立 150 亿元科技创新引导基金，

包括种子、天使、风投三类基金，分别

投向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加速科

技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此外，还

设立了环保、旅游、物流等投资基金。

近几年，重庆市重点发展的十大战略性

新兴制造业、十大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七大农业特色产业链产值均呈较快增

长态势。

以深入推进PPP为抓手

撬动和引导社会资本

稳增长必须稳投资，而稳投资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采取 PPP 模式，调动社会

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

积极性。在这方面，重庆市财政抓住投

资者合理回报这一关键，按照“风险共

担、收益共享、交易公平、诚信守约、防

止暴利”五大原则，以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为载体，进一步完善了 PPP 模式的

制度安排，全面深化了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一是对高速公路、港口等价格改

革到位、产权交易结构明晰的行业，充

分发挥价格引导作用，由项目投资人通

过经营收费实现运营平衡。二是对供排

水、停车设施等市政项目，当期收费标

准较低但具备价格调整空间，通过建立

合理的价格调整机制，实现项目全生命

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三是对垃圾焚烧

发电、医疗、桥隧等尚未完全达到市场

化条件的项目，通过财政购买服务方式

给予补贴，弥补项目运营成本。四是对

轨道交通、市郊铁路等长远营运，且不

具备完全市场化条件的项目，以土地等

资源对价为补充，实现其运营平衡。五

是对土地开发整治等具有高收益性的项

目，明确限定投资人的收益率。通过推

进 PPP，推动全市基础设施投资、民间

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同时，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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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效管控，全市政府债务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大力实施减税降费和增加财政投入  

实现对创新创业“双牵引”

为努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宽松环境，重庆市财政一手抓

大力实施减税降费，一手抓增加财政投

入，实现对创新创业的“双牵引”。一是

在减税降费方面，通过不折不扣落实全

面推开“营改增”以及西部大开发、小微

和高新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减轻

企业税负 ；通过降低社会保险单位缴费

费率，拓宽困难企业低费基社保缴费政

策覆盖范围，以及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减免政策，企业缴费普遍

降低 ；通过出台“涉企政策 30 条”，集

成减税降费、贷款贴息、担保补贴、风

险补偿金、转贷周转金等财税政策，有

效降低企业成本。二是在财政资金投入

方面，设立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发

展、微型企业后续扶持等专项，通过创

业补助、贷款贴息、场租补助等方式“扶

上马”，通过发放代账评估、质量认证、

研发设计等补助“送一程”。设立中小微

企业应急转贷资金，已为 260 余家企业

转贷 21 亿元，日息仅为同期社会融资

成本的 2%。对企业新增研发投入、开发

新产品分别给予 10% 奖励和 50% 财政

补助，对高端研发机构引进、科技孵化

器和创新平台建设加大激励，构建分层

次、递进型财政扶持政策体系。这些措

施优化了资源配置，弥补了市场失灵，

有力促进了“双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

数从 2013 年的 150 万户增加到 2016 年

的 210 万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

增长 20% 以上。

实施差异化的财税扶持政策

激发区县发展活力

立足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

大库区的特殊市情，为支持实施五大功

能区域发展战略，全市财政系统谋划、

制定实施了差异化的财税扶持政策。一

是对三峡库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

革命老区，实施地方税收全留的“不取”

政策，有针对性地对特色产业、绿色产

业、民族产业实施“多予”政策，兜底民

生和生态保护，保障有效运转。二是对

城市发展新区，坚持产业跟着功能走、

人口跟着产业走，实施产业集聚转移支

付，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奖补，

打造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主战场。三是

对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区，把现代服

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端要素流入

作为转移支付激励因素，实施两江新区

税收增量全留，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

金融中心、服务贸易中心、商贸物流中

心。为保障上述差异化区域扶持政策的

落实，采取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高

到 60%、专项资金切块下达区县占比提

高到 60%、市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减少

30% 等措施，切实调动了区县主动发展

的积极性，促进了各区域各区县科学发

展、联动发展、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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