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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揭城市”的邵阳模式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资金、土

地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融资难问题不解决， 工业企

业无从扩大生产，工业经济无从扩

大规模。”童名谦坦言，融资对于邵

阳这个后发城市来说，有一定的难

度，因此，怎样破解资金瓶颈就成

了重中之重。

“按揭城市”，聪明的邵阳人提

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借鉴楼盘开

发的按揭模式， 以城市预期收益

（包括土地及其他可经营性资产）

为抵押，向资本市场融资，并投入到

城市最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项目、

科研项目和瓶颈项目中去。 这个创

新之举，还被国家开发银行誉为“邵

阳模式”，在全国推广。

“筹资难是发展最大的拦路虎。”

童名谦说，政府借用按揭的手法，根据

自身的经济能力和发展目标， 以政府

信用、项目产权或未来收益做抵押，这

对于财政收入不高的邵阳来说， 这是

很好的解决资金瓶颈的方法。

“没有污染”的招商

2010年2月11日， 总投资3亿元

的湖南广信工业纸板公司1.6万吨特

高压工业纸板扩建项目正式签约。

“广信的原料主要来自加拿大，

进口加拿大的纸浆， 加工特种绝缘

纸， 这种纸每吨价格可以高达5万块

钱，比钢铁贵得多了。”童名谦认为，

这种技术含量高，没有污染的企业才

是邵阳招商引资的方向。

童名谦强调：“决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决不

以降低环保门槛作为招商引资的优

惠条件。”

正因为目标明确，因此，邵阳的

招商引资卓有成效： 全国500强企

业华能、中信、国电、大唐、中集、三

一、中国建材等7家落户邵阳，邵阳

市12个重点工业园区新进企业78

家，其中规模企业48家。

除盯上科技含量高的新型产业

外，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邵阳老乡

也成了邵阳市招商引资的重点。

地方党委、 政府对在外老乡频

繁的联络、走访和慰问，连起了乡情

纽带，架起了沟通桥梁。在故乡深情

而热切的呼唤下， 邵商们成群结队

回来了！ 仅邵东县近几年就请回

400余名企业家回乡投资。 在隆回

县，近年来65％以上的生产、经营性

重点项目是由返乡老板投资。 据不

完全统计，近3年来全市由返乡人员

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就达212

个，总投资1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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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民间“金矿”

让“隐形冠军”

飞得更高

专访邵阳市委书记童名谦

男，汉族，1958年6月

出生， 湖南省长沙市人，

中央党校研究生，工学硕

士。1975年 10月参加工

作，1979年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93年至1997年，任

团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2003年2月至2008年

3月， 任中共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吉

首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2008年3月， 任邵阳

市委书记。

不知道邵阳人多有钱？ 只知道每年过年时，

街上挤满了名车；

不知道邵阳市有多穷？规模工业增加值还赶

不上长沙的二成。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至今仍在

全球各地呼风唤雨的邵商群体与邵阳本地经济的

寂寥落寞，所形成的鲜明反差是很耐人寻味的。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邵阳必须加

快后发赶超！”3月20日上午，刚从北京回来的邵

阳市委书记童名谦坦言“压力很大，信心很足”。

他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个窘境，“作为后发地区，如

何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赶超，是邵阳的关键所

在。 而对于邵阳这个民营经济占主导的城市来

说，只有把民营经济作为突破口才是最好的发展

路径。”

■记者 刘玲玲 张军 通讯员 陈文华

1、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

展，决不以降低环保门槛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

留住青山绿水，就保住了邵阳的发展潜力和优势。

2、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和

“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吃亏，不

让老实人吃亏”的用人导向，优先提拔在转变发展

方式、加快后发赶超中业绩突出的干部。

3、作为湖南民营经济的先锋阵地，邵阳要继续

充当探路者的角色。

4、第三产业能真正让老百姓富起来。

5、要发展旅游，路修好了，游客才愿意来，要让

大家在邵阳“旅”的时间更短，“游”的时间更长。

童名谦语录

谈起邵阳的发展赶

超，童名谦坦言“压力很

大，信心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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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火机的奇迹

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在不经

意间给人带来惊喜，比如打火机。

一个零售价格不过1元钱的打

火机， 能把它做到年产量达40亿

只， 产品销往53个国家和地区的，

除了邵阳，在中国别无“二市”。

作为袖珍气体打火机的主要产

地，目前，邵东具有一定规模的打火

机制造企业46家， 配件生产企业23

家，年出口打火机近20亿只，占全球

一次性打火机市场70%的份额。

把一个小小的打火机做到如

此大的规模，恐怕也只有精明的邵

阳人才能做到。

打火机只是一个缩影。这样的

“隐形冠军”在邵阳还有很多，在政

府的大力扶持下，最近几年更是越

飞越高。

截至目前， 邵阳民营经济完成

工业增加值113.97亿元 ， 占全市工

业经济增加值总量的89.8%�，对全市

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8%。民

营经济已成为邵阳发展速度最快、

后劲最足、活力最强的增长极。

民营突破的希望

“邵阳是个藏富于民的地方。”

童名谦这样形容他眼中的邵阳。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邵东商人为

主力军的邵商共计有80多万人在外

经商创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

国各地经商达到一定规模的邵商已

在50万人以上，其中资产上百万的已

逾20万人。邵东籍商人资产过亿的有

50多人，超1000万元的有3000多人，

在国外投资兴业的有10万人。

童名谦认为，民营为主是邵阳经

济发展最现实的选择。面对国家投入

太少、财政投入太难、自我积累太慢的

窘境，市委、市政府将目光锁定在全市

民间资本雄厚、不少人原始积累基本

完成这一尚未深入开掘的“金矿”上，

推出了“民营突破”战略，形成了“邵阳

的希望在民营经济”的共识。

为了给民营经济腾出足够的发

展空间， 邵阳市大胆将国有集体企

业的“退”与民营经济的“进”有机结

合，同步推进。从2002年起，该市强

力推进以“企业置换产权、职工置换

身份”为核心内容的国有、集体企业

改制， 吸引并鼓励市内外民营资本

踊跃收购。到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国

有企业改制788户， 调整劳动关系

17.8万人， 分别占企业户数和职工

人数的78.5%和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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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760万

面积：2.1万平方公里

经济：2009年全市GDP为600.69

亿元；2009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速位居全省第三； 2008年、2009

年技改投资增速均居全省第一；

民营经济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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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除了可以发展经济

外， 在童名谦看来， 还有另一层意

义：惠民生。

“经济的发展能使人民群众的

生活得到改善。”童名谦认为，特别

是第三产业的发展， 能直接让老百

姓受益。

童名谦告诉记者， 他曾在湘西

工作过多年，凤凰的旅游，他是看

着它从2001年一步一步坚实地走

过来的，凤凰去年的旅游人次已经

达到500万人， 这在以前来说是不

可想象的， 以前达到50万人都非常

困难。

“就像当年的凤凰县一样，现

在新宁也可以展开充分想象：依靠

崀山的旅游开发，如果此次捆绑式

申遗成功，那么在政府引导下引进

有实力的战略合作者，通过市场化

运作，十年以后的新宁，包括那里

老百姓的生活势必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强基础：大

力发展交通旅游设施， 打通大西南

旅游圈， 把崀山乃至整个邵阳的青

山绿水融入国内国际的大旅游圈

中。”目前，邵阳正在构建立体化交

通格局，潭邵、邵怀、邵永等3条高

速已通车，邵衡、洞新、邵安、包茂

绥宁段、 娄新等5条高速公路建设

如火如荼，米字型的结构将使邵阳

通达四方；加快娄邵铁路扩能改造

和怀邵衡铁路的进程，武冈、邵东

机场的前期工作也在准备中。“要

发展旅游， 路修好了， 游客才愿意

来，要让大家在邵阳旅的时间更短，

游的时间更长。”

除依靠第三产业促民生经济持

续发展外， 2009年，邵阳为10.4万名

离退休职工调整增发基本养老金，

人均月增100元。城市、农村低保对

象分别发放保障金1.8亿元、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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