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强，则经济兴。去年，政银企合
力克服宏观经济形势和温州局部金融风
波影响，全市经济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但
依然面临挑战。外部有效需求不足，局
部金融风波后续影响尚未消退，企业生
产经营仍比较困难，社会信用体系亟待
修复……对此，政协委员就市长李无文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展开热烈讨论，纷
纷献计献策，希望能够为全市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献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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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分析】去年，我市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快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引进股

权投资机构 2 家，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组

建运营，并于近日启动私募融资业务，首批

融资资金全部投放实体经济。截至 2012 年

11 月末，全市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369261 万

元，比年初新增 507152 万元。此外，我市首

只企业债券成功发行，“2012 年华峰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亦于近日获批发行。但

是，局部金融风波后续影响尚未消退，社会

的金融信用基础受到冲击，企业借贷信用观

念逐渐淡薄。

【报告亮点】今年，我市将推进金融改革

创新，探索组建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设立创业

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行业性转贷资

金，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大力加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

【委员声音】
曾步光：在去年全球及国内经济放缓

的情况下，我市结合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帮

扶活动，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一些企

业依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建议加强专业

人才培养，在业务部门中充实更多专业人

员。这些人员既要熟悉企业、行业的经营

发展行为及其实际需求，又要了解金融业

的相关政策、法规，如此才能进行金融创

新，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等方面的实际金融

需求，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企业与银行间的

桥梁纽带作用。此外，建议政府定期开展

活动，促进企业及个人对信用有新的认识，

提振发展信心，协调帮助企业与个人自行

解决问题，增加在金融机构的信誉度，努力

修复社会信用体系。

董澄：我市绝大多数企业为中小型企业，

占比达90%以上，在面对局部金融风波和金

融政策转型的浪潮时，它们首当其冲。建议

政府加强与金融机构间的合作，积极引导中

小企业将投资第三产业的热钱转回实体经

济；而金融机构要积极配合降低门槛，资金投

向倾斜于扶持有实际需求的企业，实行实业

和第三产业资金投放利率差异化。此外，我

市探索组建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设立创业引

导基金、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行业性转贷资金

的初衷就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重新引导社

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银行要引导客户珍视银

行信贷信用，控制业务的盲目发展和无序竞

争，加快营造银企之间的信任环境。

加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政协委员献计我市工业经济发展

■记者严小章见习记者黄国夫/文
记者庄颖昶/图

【现状分析】去年，我市开展“进

村入企”大走访、百日扶工大行动，出

台振兴实体经济“1+18”政策，抓好金

融风险防控，帮助企业解决了一批难

题，兑现政策补助资金3.8亿元，减免

退税 29.8 亿元，办理应急转贷资金

29.2亿元，出让工业用地1031亩，实

现规上工业产值687亿元，外贸出口

29.8亿美元。但是，企业生产经营仍

然比较困难。

【报告亮点】今年，我市将深化合

力扶工活动，抓好“营改增”结构性减

税等政策兑现落实，引导企业专注主

业、诚信立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用

地等难题，力促工业经济稳中求进，

规上工业产值增长5%以上，努力跻

身省工业强县（市）行列。大力推进

“零土地技改”，突出抓好400个技改

项目建设，完成工业性投资90亿元

以上。

【委员声音】
吴云：去年，我市出台、开展了一

系列政策、活动，给处于“寒冬”的企

业送去了“温暖”，建议继续加强扶工

力度, 将政策真真切切落到实处；建

议继续加快工业园区建设，解决企业

用地困难，特别要提前做好工业区的

“三通一平”及加快生活区等附属设

施建设，免去企业招人、留人的烦恼，

为企业进场开工提供坚强后盾。此

外，一些企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搬运

问题，建议政府采取疏堵结合的方

式，设置年龄、健康等要求，对符合要

求的群众组织业务培训，实行持证文

明上岗，这既解决了部分群众就业问

题，又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

林建光：去年，对瑞安企业来说

是严峻的一年，我市一系列举措给瑞

企送来了“及时雨”，很好地缓解了企

业用地难、融资难等问题，增强了企

业发展信心。不过，我觉得还要加强

留住人才的力度，毕竟人才是企业发

展的关键。目前，我市从省内外引进

许多高科技人才，但我市在物价、房

价、环境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容易

造成人才难留的困境。建议政府出

台留住人才的政策，特别是住房、子

女入学等方面，从实处解决难题，让

他们安心在瑞安扎根。

一揽子政策
坚定发展信心

【现状分析】去年，坚持“亩产论英雄”导

向，建立“电税比”评估机制，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查处无证无照单位1.2万家。但是我市要

素、资源、市场约束加剧，能耗与产出不匹配

的情况依然存在。

【报告亮点】今年，我市将落实节能降耗

“双控”指标，完善亩产效益评价机制，实行企

业亩产税收排序分档，推动土地、资金等资源

要素向优质企业倾斜，引导行业龙头骨干企

业强强联合，支持企业开拓实体市场、网络市

场，促进三大主导产业和七大传统产业提升

发展，新增产值超10亿元企业2家、规下企业

转规上100家、“个转企”1500家。

【委员声音】
唐福新：当前经济发展的要素制约越

发明显，如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已成

为政府部门经济管理的首要课题。过去，

我们强调企业缴纳税收的总量，而很少计

算企业用地亩均“产出账”。去年，我市引

入“亩产税收”理念，以“亩产税收”为重

要指标，将企业划分为优秀类、提升类和

帮扶类，实施分类管理，倒逼企业走质量、

效益发展之路。今年，我们要继续建立健

全企业亩产税收论英雄基础数据库，探索

研究差别化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发挥

税收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调节作用，积

极营造“亩产税收论英雄”、优胜劣汰的企

业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实现经济

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从量的扩

张到质的飞跃。

王上聚：我市呈“七山二水一分田”格

局，土地稀缺，“亩产论英雄”的提出，有利

于缓解我市用地不足的难题。建议政府

尽快制定出一套更为详细的实施方案，不

断提高土地的再利用和实现容积率的再

提高，使土地占用与投资、产值、利润和税

收等紧密关联起来，作为企业拿地、评选

工业“50 强企业”及享受其他优惠政策的

一项标准。而作为主体的企业，要有数据

论荣誉的意识，加大技改的投入力度、努

力引进高端人才，实行精益化生产，从而

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亩产论英雄 倒逼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 启动发展引擎

【现状分析】去年，我市组建科技担保公

司，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2家，新增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28家，总数达到106家，居温州首

位。此外，我市去年共实施科技计划项目183

项，争取上级科技项目48项，其中国家创新基

金项目8项。但是，社会科研投入还不够，高

端研发团队比较缺乏。

【报告亮点】今年，我市将加快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建设，引进高新项目25个、竣工投

产10个。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政

策，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建成行业创

新平台 2个，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省级以上品牌12个，争创省质量强县示

范县（市）。

【委员声音】
李作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全社会

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建议政府

今后继续加大在科技创新上的财政投入，并出

台优惠政策，引领更多的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而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也要构建一

个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企业体系。

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企业要大胆投入科研经

费，培养自己的研发团队，努力开发出新产品、

新工艺，满足客户的要求和希望。

黄焕镐：近年来，我市出台了许多政策，鼓

励和引导企业走科技创新之路，尤其是在引进

高科技人才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不过，“一

个好汉三个帮”，高科技人才也需优秀团队的

配合。目前，我市对科研团队的奖励力度还

不够，致使团队人才流失严重，科研项目进程

放缓。建议加大对这些人才的保护力度，特

别是在住房等方面予以保障。此外，建议政府

加强对中长期科研项目支持，出台更多的优惠

政策，引导企业加大对中长期科研项目的投

入。许多行业前沿的项目需要投入更多的人

力物力。

金融创新 浇灌实业之田

政协委员在讨论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