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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黑龙港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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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港地区现实状况 

1.与河北平均水平相比, 黑龙港地区财政经济总体状况孱弱。从2005 年财政经济总量指标看, 

黑龙港地区地域面积占全省地域的21%, 占全省平原地区的60%, 县区数量、人口规模均占全省30%以

上, 但地区生产总值占27.5%, 可用财力只占22%, 财政收入仅占15%左右。黑龙港地区的财力状况、

经济实力与其人口规模在全省的比重明显不相适应。 

从2005 年财政经济平均指标看, 黑龙港地区县均人口规模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县均及人均生

产总值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0%左右, 人均可用财力为全省平均水平70%多, 县均财政收入不足全

省平均水平的50%, 财政收入与生产总值比重也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这说明黑龙港地区不

仅经济实力弱、财力水平低, 经济增长质量也明显不佳。 

2.与十五初期水平相比, 黑龙港地区财政经济发展速度缓慢。通过对比2001年与2005 年主要财

经数据, 可以得出黑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十五期间, 黑龙港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可用

财力的平均增速分别为15.9% 、23.5% 、20.6%, 均低于同期全省16%、30.6%、21.1%的平均增速。

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黑龙港地区在全省的经济地位全面下滑。其中, 区域及县均生产总值所占比重

( 比例) 略有减少, 区域及人均可用财力所占比重( 比例) 有所下降, 区域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下降

3.9 个百分点, 县均财政收入所占比例下降12.2 个百分点。这反映十五期间黑龙港地区经济发展程

度尤其是财政收入增长状况不佳, 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从县区排名上看, 十五期间, 无论是地区生产总值排名, 还是财政收入排名,黑龙港地区强县在

减少, 弱县在增加。2001 年全省生产总值、全部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前30 名中, 处于黑龙港

地区的分别有9 个、7 个和6 个, 2006 年则分别减少为5 个、5 个和4 个; 在2001 年全省生产总

值、全部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后30 名中, 处于黑龙港地区的分别有6 个、10 个和9 个,而2006 

年却分别增加为10 个、21 个和20 个。 

3.内部诸区域间相比, 黑龙港地区财政经济发展不平衡。从地理位置、发展水平和区间联系看, 

黑龙港地区可以分为东部沿海的沧州地区, 中部平原的衡水( 周边) 地区, 西南部的邢台、邯郸平

原地区三部分。 

黑龙港地区三个区域的县区数量、面积、人口相当, 但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财政收入差异较

大。在地区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上, 西部落后于中部16 个百分点, 落后于东部18 个百分点; 在三大

产业所占比重上, 东部沿海的沧州是我国第三个化工城, 二产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较大, 西部邢

台、邯郸平原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 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西部地



区所占财政收入比重分别落后于中、东部25 个和42 个百分点; 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财政收入与

生产总值比重上, 也仅是中东部地区的一半。 

总之, 无论是与河北平均水平的横向对比, 或是与十五初期水平的纵向对比, 还是内部区域间

对比, 黑龙港地区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财政经济特征, 即经济基础薄弱, 发展水平滞后, 财政收入

不高, 增长质量较差。 

二、分类促进黑龙港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对策 

( 一) 东部沧州沿海地区 

1.以财政资金为主导多渠道投入, 改善沿海港区的软硬件环境。要理顺省与地方政府间公共品

供给责任, 形成政府与非政府力量多渠道供给格局, 可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 吸引民间资本甚至

外资, 采用B T 、B O T 等多种方式, 完善海港地区的交通、通讯、给排水、食宿等综合物流功能

及配套基础设施。同时要优化税收、法规、管理、服务和人文等软环境, 尤其要整合港区现有各职

能部门, 实行集权决策、分权管理、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 完善黄骅港煤炭、杂货、液体化工原料

和产品运输功能, 通过加强与曹妃甸港、秦皇岛港之间的联系, 逐步形成环渤海地区以原材料运输

为特色的综合性港口体系, 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在港口周边实现汇集并优化

配置, 为我省东部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崛起提供一个有力支撑。 

2.用财政扶持手段发展临港产业, 做大化工产业, 做强现代物流业。要通过财政补贴、贴息等

扶持手段, 以项目经济壮大主导产业。首先, 要利用神府煤炭、华北油田、大港油田、长芦盐区的

资源优势, 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做强煤化工、盐化工、石油化工, 同时大力发展深加工、

精细化工和海洋生物化工, 走附加值高、污染少、效益好的化工产业之路。此外, 要做强物流、金

融、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其中现代物流业既是港口的主导产业, 也是与港口共生的直接产业, 

它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着工业集聚与服务业进展, 发展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配送、流通

加工、信息处理等众多环节的现代物流, 是我省提高经济外向化程度, 推动沿海经济发展的必然要

求。 

3.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加快企业向园区集聚, 工业向沿海地区聚集。要利用好第三次国际产业

转移和我国南资北移的有利时机, 采取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简化投资程序、改善基础设施等措施, 

鼓励外来企业向沿海地区聚集, 向产业园区集中。在临港产业园区可以设立中小企业资金担保中心

和扶持资金, 对园区内企业研发新产品、设立新项目予以资金扶持, 对园区内的装备制造、精细化

工、农产品精深加工等行业的技术改造和服务业项目, 省级财政优先给予一定期限内的贷款贴息, 

并减免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此外, 还要研究试行税收调节措施, 促进省内规模以上异地搬迁性投

资项目向土地滩涂资源丰富的沿海工业区转移, 促进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加快形成。 

4. 密切黄骅沿海和沧州内陆的经济联系, 推进产业集群向腹地延伸。经济腹地是经济中心的吸

收和辐射能力所能达到的地域范围, 它是沿海地区产业链赖以形成的基础, 是沿海地区经济的直接

支撑。我省沿海地区经济的隆起必然需要一个广阔而有雄厚基础的腹地, 因此,开发沿海经济带需要

牵引腹地经济发展。沧州西部就是我省南部沿海经济的直接腹地, 对此可以石黄高速( 铁路)为沿海

和内陆的疏运通道, 以沧州和黄骅为中心城市, 依托沿线产业园区, 吸引腹地资源先向沿海地区集

中, 而后推进沿海产业集群向腹地延伸扩张, 实现临港产业和腹地产业的协作与互动。 



( 二) 中部衡水特色产业地区 

1.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支持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做大升级。黑龙港地区的特色产业虽然总体

规模庞大, 市场占有率高, 但多为个体、家庭的小生产管理方式, 短期内可以依靠低成本、低价格

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 但由于技术含量低, 缺乏名优品牌, 长期看很难在市场中生存。对此, 应适

当集中财政、涉农、发改委等部门的专项资金、开发基金, 建立特色产业发展基金, 整合运用, 支

持特色产业发展。其中, 要重点支持特色产业龙头企业, 可以将其用地纳入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通过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贷款担保等形式支持其做大规模, 并借助于产

权关系改革, 组建大企业集团, 以提升产业集中度, 延伸产业链, 提高竞争力。此外, 还要培育和

发展一批规模化、差别化、集约化的重点乡镇工业园区, 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 以此带

动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 

2.利用财税手段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黑龙港地区的特色产业主要是依托人力和

土地资源的加工型产业。在当代社会, 资源优势的效用正在被市场优势所取代, 一个地区特色经济

的形成、保持, 既来自于对固有资源优势的利用和延伸, 更在于因势利导地着意培育和提升创新。

因此, 要保持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企业而言, 要利用毗邻京津的优势, 以技术入股、转让、

联合开发等方式, 与高校、科研单位建立联姻关系来提升创新水平; 对政府而言, 要以财税手段鼓

励、培育企业的技术创新, 对各种依托科研机构建立的特色产业加工品开发研究中心、孵化器等机

构( 如依托枣强玻璃钢园区建立的国家级生产促进中心) 给予税收优惠和专项资金扶持。同时, 为

激发企业以技术争创名牌, 以产品提升知名度的积极性, 对荣获国家和省市名牌产品的企业, 可分

层次的直接给予奖励, 鼓励企业走名牌兴企、品牌兴业之路。 

3.培育良好的财税政策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针对本区各具特色的民营经济, 要进

一步为其发展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财税政策环境。要清理和修订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消

除制性障碍, 使民营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 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

遇。要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 完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 票款分离”管理, 全面清理收费

项目,取消专门针对民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要建立、完善主要面对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的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体系, 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引导、聚集社会资本,壮大民营企业实力。要把目前的通

过各种行业协会协调各职能部门, 逐步过渡到成立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 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技

术、信息、法律、咨询等支持。 

4.以重点县镇为核心, 以交通干线为轴线, 推动特色产业集聚和扩散。增长极理论提出先把少

数区位和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培育成经济增长极( 点) , 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 影响和带动

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点轴开发理论进一步强调“点”与“点”之间“轴”( 交通干线)的作用, 认为

交通干线可以使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增加, 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 促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点, 沿线

成为经济增长轴, 而增长点和增长轴则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 政府在制定财政、金

融、产业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时, 在空间布局上要充分发挥区位和交通优势, 以横贯本区的京九

与石德铁路为增长轴, 以衡水( 工程橡胶) 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物流中心, 东、西、南、北分别以景

县( 橡塑) 、辛集( 皮革) 、清河( 羊绒) 、安平( 丝网) 为特色产业集聚点, 对这些县市的特色

产业重点开发和扶持,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带和特色产业走廊, 最后通

过特色经济增长极( 轴) 的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 推动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 三) 西部邢台邯郸平原贫困地区 

1. 加大财政扶持农副产品企业的力度,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为发挥本区农副产品资源丰

富的优势, 政府应通过财政等手段,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为龙头和载体,

延伸小麦、玉米、棉花、果蔬深加工等产业链条。尤其要围绕主导产业的培育, 重点支持中旺食

品、华龙面业、五得利面粉厂、临英兔业、宁纺纺织等农产品加工、贮藏和运销产业化龙头企业。

在支持环节上, 对龙头企业在生产、加工、销售环节予以扶持, 推行“龙型经济实体+ 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 农户” 的产业化组织模式; 在支持方式上, 集中财政支农、农业综合开发、结构调整、扶

贫贴息等各项资金, 采取无偿扶持、有无偿结合、补贴利息支出等方式对其予以扶持;在支持内容

上, 对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培训、营销宣传、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给予补助,逐步培育一批具有竞

争优势的主导产业和品牌产品, 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2.用财政手段支持产业基地建设, 以主导产业带动落后地区的开发式扶贫。针对本区多为贫困

县的现实, 要以农副产品资源为依托, 以发展主导型加工业为突破口, 将扶贫开发与农业产业化经

营融为一体。首先应整合资金、集中财力, 逐步增加扶贫资金投入, 尤其是省财政资金的投入, 围

绕市场需求, 加快建设主导型产业基地、拳头产品基地, 当前可先重点培养一定规模的专业村、专

业乡和专业市场, 并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纽带, 将多数贫困农户纳入基地的生产经营之中。此外, 

要搞活流通环节, 大力发展多种购销组织, 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销售服务网络, 将市场与广大的

基地农户连接起来, 将本区建设成为京津石地区农副产品的重要供应基地。 

3.创新财政支持教育扶贫的方式, 鼓励贫困劳动力转移。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发展教育, 教

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 可以改变其一生。对贫困人口多、农业劳动力比重大的黑龙港西部地

区而言, 财政除保障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改革外, 尤其要注重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因为职业教育以

就业为根本导向, 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安排上与实际就业岗位联系更加紧密。因此, 要以财政手

段鼓励民办职业教育, 支持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劳务输出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

力的职业技能。在此基础上, 政府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阳光工程, 通过发挥指导、协调、

沟通、联络作用, 大力支持本区剩余劳动力向京津石等地劳务输出。2007 年4 月, 由北方汽车教育

集团投资的我国第一个教育扶贫基地在邯郸市成立, 这一基地可使包括黑龙港地区的广大贫困学子

免费获得技术培训学习。创新财政支持手段, 对此类基地以政策支持, 可望成为一种新的财政扶贫

探索方式。 

4. 逐步增强经济基础较好县的扩散能力, 提升落后县的造血功能。由于黑龙港西部地区整体落

后, 区内各县经济、交通联系尚不紧密, 难以应用点轴式开发理论以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发展, 

只能采取分别对策。对经济基础较好,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宁晋、隆尧, 以及享有扩权县待遇的

大名, 可在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资金、人才、权限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 支持其加快发展, 

逐步增强对其他地区的扩散能力; 对其他落后县市则侧重开发式扶贫, 并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 

保证其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水平, 逐步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 使其尽早达到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此外, 鉴于本区县乡行政区划过多, 各县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相差较大, 有些县人口超过80 万, 有

些县不足20 万, 而县乡区划过多、建制镇规模过小, 使城镇集聚效应难以发挥, 基础设施等公共产

品提供成本相对增大, 所以, 从长期看, 随着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扩权县经济社会权限的增

大, 可以在适当时机撤县并乡, 优化地区资源配置, 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文章来源：经济论坛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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