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介服务组织建设的平台。

三是把互助资金试点与发展特色

农业相结合。如双泉乡胡家门村是养

殖专业村，2006年底利用村级发展互

助资金对整村推进项目引进的小尾寒

羊进行改良，引进了陶赛特、波德代等

良种肉羊，改良了品种，优化了产业结

构。各试点村要通过互助资金贷款用

途和占用费率调控，瞄准畜牧养殖、马

铃薯、中药材种植等特色产业，重点向

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倾斜。进一步扶持

中药材、马铃薯等农产品加工、销售大

户，加快产业升级，提升地方特色农特

产品市场竞争力，使互助资金成为农

村特色农业建设的平台。

四是把互助资金试点与整村推进

项目后续管理相结合。对历年实施的

整村推进项目进行科学的后续管理是

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扩大扶持覆盖

面，实现扶贫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必由

之路。近年的实践表明，“投一还一，投

母还羔，投牛还犊”虽然有效，但如果

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将其变通为“投

母还钱”，将回收的资金以入股的方式

纳入互助资金管理，变小钱为大钱，投

资收益更高的项目 ，能大大地提高投

资的规模效应。今后，要把互助资金试

点与整村推进后续管理结合起来，在

已经实施整村推进项目的村中借鉴推

广，不断扩大村级积累，实施区域连片

开发，最终实现整流域、整乡推进。

（作者单位 ： 甘肃省陇 西县 财政 局）

责任编辑  王 文涛

地方财政

福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成功实践

陈进俊  王 强

近几年来，福建省财政部门从服务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大局出

发，转变和拓展理财思路，创新支持手

段，突出重点，集中财力办大事，同时，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

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有效促进了福建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2006年，全省 G D P达到 7501.63

亿元，同比增长 13.4% ，财政收入首

次突破 1000亿元大关，达到 1012.77
亿元，增长 28.4% 。

“三个转变”  走出支持经济发

展的新路子

福建由于历史性原因，经济总量

小，区域发展不均衡，财力不足的矛盾

日益成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障碍。

近几年，财政部门通过“三个转变”，走

出了支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一是由“撒胡椒面”向集中财力办

大事转变。福建省财政部门在工作实

践中深刻意识到过去那种“撒胡椒面”

式的理财方式的弊端，在支持经济发

展方面及时转变方式，从两个层次对

财力进行了整合。首先是紧缩战线，强

化预算，纠正财政的“越位”、“错位”，

集中有限财力投入到培植产业集群、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支

持外向型经济发展四大方面。其次，针

对过去简单按基数切块分配部门资金，

造成资金使用不明确，财力过于分散

的情况，力克阻力，整合支出性质相

同、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金，集中投

入，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2005

年，集中了原来分散在企业资本金、项

目补助或技改等方面的资金，投入研

发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使财政科技

资金投入比重占到了总量的 1/ 3，总

额近 8000万元，而这一比重过去只有

20% 。2006年，省财政借助水利建设

资金整合平台、 扶贫开发资金整合平

台、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整合平台等8

个平台，将政出多门、缺乏统筹的支农

资金拧成了一股绳。两个层次的整合

使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得到大大提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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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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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力支持了经济建设。

二是由直接支持向引导社会资金

共同投入转变。福建省财政部门近些

年来在资金投入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引入市场机制，通过间接引导，带动社

会资金共同投入。2006年，出台了《福

建省沿海滩涂围垦投资建设若干规

定》，对列入省级滩涂围垦开发计划的

项目建设，实行各级政府专项资金、社

会资金共同投资的方式，并对惠安外

走马埭、福清东壁岛、莆田澄峰三个围

垦工程省耕地开发专项资金实行出资

人制度，投资入股6.01 亿元，通过向

社会公开招商吸引带动社会投资 3.5

亿元。另外，在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

化建设和运营方面，通过实施BO T等

模式建设和经营，已有 14个污水处理

项目吸引社会资金 2.87亿元，5 个垃

圾处理项目吸引社会资金 2.95亿元。

三是由单纯的省级财政“输血”向

调动各地“造血”的积极性转变。为了

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有效调动各地“造

血”的积极性，省财政在中央“三奖一

补”政策的基础上，于2006年实施了

省对县“六挂六奖”政策，即：省对县

（市）设立奖励补助，补助标准与税收

增长、粮食产量、简政减员、消减赤字、

化解债务、市对县补助挂钩。凡县（市）

地方级税性收入增长、产粮大县、撤并

乡镇、消减财政赤字、化解债务、设区

市增加县级财力性补助的，都将给予

奖励。并从 2005年起兑现，目前，这

一激励政策的积极效应正日益显现。

“四个着力”  释放财政资金的

最佳效应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释放

财政性资金的最佳效应？近几年，财

政部门摸索出“四个着力”的理财新路

子。

一是着力于培植产业集群。从有

利于经济发展出发，省财政近年来把

眼光瞄准了对全省经济具有重要拉动

作用的产业集群的发展上，其资金的

支持方式逐步地由过去的支持个别企

业向支持产业集群发展转变。重点支

持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集群，大

力支持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石油化工

等主导产业发展；大力扶持和提升传

统优势产业集群，改造提升纺织、服

装、鞋革、电机、陶瓷、建材、食品等

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高技术

产业集群。从而有效促进了产业链条

的形成，搭建了层次分明的产业架构。

目前福建省已初步形成产业集群 7 0

个，工业总产值 5000亿元左右，其中

产值超百亿元的 15个，产值约3000亿

元，32个省级重点产业集群累计完成

工业总产值 376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

业的 46.3% 。

二是着力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省财政把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建设作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产

业竞争力的着力点。安排一定比例资

金用于支持原有的陶瓷、电机、纺织面

料、塑胶管材、农副产品保鲜、模具等

六个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开展技术、信

息、咨询、检测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

共性技术或关键技术难题；发展产业

名县、名镇，创造区域品牌，大力支持

产业和区域平台建设，先后安排专项

资金重点支持福安电机科技开发平台、

永春生物医药产业科技服务平台、安

溪茶叶科技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 德

化陶瓷贸易网络平台及德化陶瓷产品

质量检测中心等产业集群平台建设。

另外，按照建立新型工业化，以信息化

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

要求，省级财政2006年统筹3000多万

元用于扶持企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支

持福建省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

“数字福建”中小企业信息化平台、福

建省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平台、 福建省

塑料管道产业公共信息系统平台等企

业信息化应用服务平台建设。2006年，

福建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已达到 123

家。

三是着力于基础设施建设。省财

政统筹预算内外和政府性基金，并积

极争取国债和中央补助，集中财力重

点支持了公路、铁路、农村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十五”期间，全省共投入

385亿元，建成了“罗长”、“漳诏”、“福

宁”、“漳龙”、“三福”、“邵三”等几

条高速公路，使北起福鼎南至诏安500

多公里“同三”高速公路福建段全线贯

通，新增里程 865公里，是“九五”的

2.5倍，通车总里程达到1210公里，提

前一年实现了各区市到省会福州“四

小时交通经济圈”，实现了省高速公路

与周边相邻省份的全面对接。大规模

开展“年万里”农村路网工程建设，新

增农村等级水泥路2.1万公里，厦门、

泉州率先实现了建制村通硬化公路目

标，全省所有乡镇都有硬化公路通往

干线。铁路建设方面，全省财政共落实

铁路建设资金 170 亿元，加快建设了

“温福”、“福厦”、“向莆”等5条铁路，

总里程达到 1800多公里。同时，加快

了厦门港、福州港以及湄州湾大型码

头、深水航道整治，逐步在全省范围内

形成由枢纽港、干线港和支线港组成

的水路运输系统。基础设施的完善，促

进了全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四是着力于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

2004年，中央将长期以来一直采取的

中央统一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并全额

承担出口退税的政策，改革为建立中

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机制，

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

地方按比例共同负担。福建经济对外

依存度较高，为了保证外贸出口的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省级财政每年安

排5个多亿，全额承担出口退税超基数

地方负担部分，确保出口退税超基数

的资金需要。目前全国其他省市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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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税超基数部分全部都是由县级和

市级承担，唯独福建由省级负担。2006

年，外贸出口增幅停滞不前，财政厅会

同省外经贸厅适时出台了促进重点企

业出口奖励办法，对出口额达到 2000

万美元并达到一定增幅的企业予以分

档次奖励，同时对品牌企业适当予以

倾斜，为出口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同时，为鼓励出口企业拓展新兴国际

市场、扩大出口，提高企业效益，帮助

出口企业防范外汇风险，省财政还会

同相关部门出台了出口企业信用保险

费扶持管理办法，为福建经济腾飞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省财政根据省

外经贸形势发展的新要求，研究出台

了出口品牌发展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加大对省重点出口企业建立和发

展出口品牌的扶持力度，鼓励外经贸

企业进口先进设备、 技术及资源性产

品，进一步扶持成长性中小外贸企业

发展，为外向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搭

建好平台。

“三个结合”  促进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

近几年，福建经济财政实现了较

快发展，但也付出了资源消耗增加和

污染增大的代价，为了促进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财政部门在支持经济建设

中妥善处理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

系，注重做好 “三个结合”。

一是把支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结合起来。环境保护工作一方面外部

性较强，另一方面各地财力有限难以

独自承担，迫切需要省级财政统筹安

排。近几年，福建省积极探索建立江河

流域上下游补偿机制，即按照“受益者

补偿”的原则，在加大省级财政对上游

欠发达县市转移支付及补助力度的同

时，积极引导下游受益地区向上游保

护地区提供经济补偿。2003年，首次

设立了九龙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专

项资金 2800万元 / 年，并制定了具体

的管理办法。2005年，又制定了闽江

流域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要求各地针对重点污染源，研究提出

治理方案。从2005年至2010年，闽江

流域各主要城市如福州、三明、南平等

都将每年从财政中分别安排 1 000 万

元、500万元、500万元专项经费，设

立统一的闽江流域整治专项资金，用

于流域水环境治理。省有关部门每年

切块安排 1500万元资金支持水环境保

护项目建设，省直其他部门也通过调整

支出结构，筹集资金支持流域环境综合

治理。近三年内，上述流域水质明显改

善，I -Ⅲ类水质达标率，闽江从2004

年的 83% 提高到2006年的 95.6%，提

高 12.6个百分点，九龙江从 84.3% 提

高到 89.5% ，提高 5.2个百分点。

二是把支持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

结合起来。即鼓励资源消耗少、高利

用、低排放、生态型的工业产业以及循

环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2006年省级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6000万元，重点支持

节能、 节水、 节电和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积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首先，针

对能源不足的瓶颈制约，省级财政加

大节能工作支持力度，通过建立节能

目标责任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组织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加强重点耗

能企业的节能监测等措施，有效降低

了能耗，取得明显成效。其次，省财政

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矿产资源补

偿费减负优惠，大力支持了资源综合

利用。2006年，省财政积极争取中央

财政支持，专项用于采用先进的工艺

技术与设施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据

统计，2006 年全省万元 G D P 能耗比

2005年下降2.88% ，为实现全省万元

G D P能耗在“十一五”期间下降 16%

开了好局。2007年，省级财政进一步

安排 5000万元，支持节约能源、清洁

生产，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三是把支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

结合起来。即强化重要生态功能区保

护，实施对重要生态功能区、重点资源

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的分区保护，重

点放在支持农业、海洋生态、矿山生态

的保护上，促进生态良性循环，提高了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在支持农业生态

建设方面，2006年，共安排森林生态

效益补助资金2.14亿元，进一步完善

生态公益林分类管理和资金补偿办法，

建立林业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新机

制；“十五”期间共安排资金 2060万

元，大力支持沿海防护林建设。2007

年，省级财政进一步安排 2.15 亿元，

支持生态公益林管护。在支持海洋生

态保护与建设方面，2006年安排资金

1300万元，重点支持建立和完善海洋

环境监测和海洋灾害预警系统，支持

增殖放流、封岛栽培、人工渔礁建设，

保护海岛生态和海洋资源，同时安排

千万亩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建设资金

1180万元，捆绑有关部门资金 1000万

元，重点支持以长汀为重点的严重水

土流失区综合治理、示范小流域工程、

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 科教示范点和崩岗侵蚀治理五大

类项目。在支持矿山生态保护方面，建

立省矿产资源勘查专项资金，开展“青

山挂白”治理专项工作和矿山生态环

境治理，2006年，联合省国土资源厅、

环保局研究制订《福建省矿山生态环

境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采

矿权人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占用矿

区面积预先缴纳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

证金，构建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长

效机制。2007年，省级财政进一步落

实生态省建设要求，安排 2.07 亿元，

重点支持生态保护，实施矿山生态环

境恢复保证金制度。
（作者单位 ：福建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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