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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湖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66.7
亿元， 增长近163倍；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869.4亿
元，增长了280倍，年均增长15%。目前全省民生支
出达到4795亿元，占比提高到70%，也就是说，我们
每花出10块钱就有7块钱用在了民生项目上。

11月2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第19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南财政改革开放40
年成就。 ■记者 刘璋景

改革开放40年，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近280倍

每花10元钱，就有7元用于民生项目

定制化厂房成抢手货

“效率很高， 春节后应该就
可以开工了。”11月21日，在郴州
经开区电子信息新材料产业园，
冒雨前来查看厂房修建进度的
广州市豪特粘接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道礼满脸兴奋。

广州市豪特粘接材料有限
公司位于广州白云区，因厂房不
够用，近2年，刘道礼在各地考察
新厂址。

今年11月初，刘道礼通过朋
友介绍来到郴州经开区电子信息
新材料产业园， 一番考察后当即
决定签约入驻。“园区厂房层高较
高，一楼层高达到10米，二楼和三
楼有6米，这样一来不需要对厂房
进行改装就可以放置设备， 而且
园区的配套设施完善， 行政审批
效率很高。”刘道礼说。

郴州经开区党委副书记宋
国忠介绍，电子信息新材料产业
园采用了精准招商模式，根据电
子信息和新材料行业特点对厂
房进行标准化建设，并完善了园
区的研发、检验检测等相关配套
设施，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入驻效
率，园区厂房现在成了抢手的硬
通货。

记者了解到，郴州电子新材
料产业园于2017年12月开工建
设，一期完成标准厂房及配套设
施工程近10万平方米，目前已吸
引了日佳科技等15家企业落户，
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税收
2亿元以上。

产业链抱团入驻产业园

“世界再大， 总想回家。”东
莞桂阳商会会长周劲松是土生
土长的桂阳人，去年他投资的湖
南楚荣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在郴
州市桂阳县的湖南广东家居智
造产业园正式投产。在广东家具
行业打拼多年的他，积累了一定
经验和人脉，被县里聘为桂阳(东
莞)招商牵头人之一。

在周劲松的牵线搭桥之下，
去年7月15日， 斯凯五金、 红古
轩、大自然家居等首批63家广东
知名家居企业签约入驻湖南广
东家居智造产业园，签约金额达
98亿元。

截至目前，湖南广东家居智
造产业园共签约入园企业107
家，签约资金165�亿元，其中30
多家为国家驰名商标和省著名
商标。该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 税收
20亿元、解决就业5万人以上，成
为湖南省首个集生产、 贸易、博
览、物流、会展、科研于一体的一
流家居产业中心。随着广东家居
产业的抱团入驻，桂阳县也实现
了承接产业转移由引进单个企
业向全产业链抱团承接的转变。

而类似的全产业链承接模
式， 在郴州多地都已形成规模。
2017年4月， 新三板上市企业帝
耳智能入驻资兴经开区创新创业
产业园， 并带动10余家音频科技
和配件关联企业相继入驻， 组成
了现在的帝耳音频产业园。 目前

该项目总投资5.87亿元， 打造从
喇叭、耳机、音响等生产、研发、销
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式发展集群。

利用外资规模连续5年
位居全省第二

郴州是湖南离珠三角最近
的城市，也是湖南最早“向南开
放”的城市。自2011年设立湘南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来，郴州
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向南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

目前，郴州拥有国家级高新
区、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各1个， 省级产业园
区10个， 先后吸引了飞利浦、华
磊光电、深圳格兰博等知名企业
来郴州投资。2013年至2017年
间，全市共签约重大项目320个，
累计实际利用外资67.83亿美元，
连续5年位居全省第二位。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扩容
升级，对郴州来说是一次新的重
大历史机遇。我们将充分依托得
天独厚的区位、交通、资源等优
势，抢抓机遇，加大承接产业转
移的力度，加快推进郴州高质量
发展。”郴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易鹏飞表示，接下来郴
州将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
革开放、建设承接平台、提升承
载能力、推动绿色发展。同时，把
承接产业转移与郴州经济结构
的调整优化、资源型产业的转型
升级、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结
合起来。 ■记者 潘显璇

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 郴州产业集群效应凸显

“向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和税收
立法的同时， 湖南省先后出台
了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 有力
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
展。

石建辉介绍，2016年全面
实施营改增以来， 我省累计实
现减税300多亿元，97%以上的
纳税人税负只减不增， 部分小
规模纳税人减税幅度超40%；
2018年，我省对装备制造等先
进制造业、 研发等现代服务业
近700户企业实施期末留抵退
税，减轻企业负担23.3亿元。

小微企业优惠力度加大，
市场活力有效激发。 将工商业
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

统一提高到500万元；将享受减
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
企业范围， 由原来的年应纳税
所得额10万元逐步提高至100
万元。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人
民群众获得感增强。 将个人所
得税“起征点”由3500元/月提
高至5000元/月，并增设子女教
育、 大病医疗等六项专项附加
扣除； 对个人购买符合条件的
商业健康保险支出按每年最高
2400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
对高校毕业生、 失业人员等重
点特殊就业群体， 按照顶格标
准给予增值税、 城建税等税收
扣减。

减税降费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40年来， 湖南省在推动全
面创新方面，建立了企业研发、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后补助
机制， 支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
链做大做强， 单个项目最高奖
补1000万元。在支持全面开放
方面，鼓励市县招商引资，支持
引进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
民营500强等战略投资者；推动
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 对湘欧
快线、国际航空客货运航线、内
河国际航线等新开物流通道，
给予培育期补贴等。

“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表
示， 在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同
时还要分好蛋糕， 把每一分钱
都花到刀刃上。 大力压减行政

性开支， 严控公务开支范围和
标准。

大 力 增 加 民 生 投 入 。
2015-2017年， 全省民生支出
从3929.6亿元增加到4804.3亿
元，年均增长10.6%，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69.1%提
高到70%。今年截至10月底，全
省民生支出4517.5亿元， 较去
年同期增长12.8%，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为70.8%。

此外， 继续大幅增加扶贫
投入，2015-2017年，扶贫支出
从38.5亿元增加到142.5亿元，
年均增长92.5%；大力推进环境
治理，2015-2017年，环保投入
从247.8亿元增加到348.9亿元，
年均增长18.7%。

进一步做大财政蛋糕并分好蛋糕

40年来， 湖南财政在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上下足绣花功夫，民
生投入持续增加， 制度改革和
创新加快推进， 保障和改善民
生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

基础教育方面，全省教育投
入从1978年的2.61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1115.3亿元，总计翻了
427倍。这40年间，我省全面实行
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实现了人人
“有学上”。各类人员基本养老金
待遇不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实现“十四连调”，2018

年人均养老金调至2391元/月，
比2005年增加1821元， 增长
319%；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达到103元/月·人， 比国
家最低标准高15元/月·人。

同时，全省始终坚持“就业
是民生之本”的理念，大力支持
就业创业工作。 省财政投入从
2012年2.1亿元增加到2018年
3.5亿元，2013-2018年全省共
筹集就业资金266.7亿元。与周
边省份相比， 我省省级财政就
业资金投入最多， 积极支持落
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
进就业局势稳定。

让百姓享受到更多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11月22日，资兴经开区帝耳智能生产线，工人们正在忙碌。 记者 潘显璇 摄

作为湖南的“南大门”，郴州理所当然也成为湖南承接产业
转移的“桥头堡”。近年来，郴州着力在强政策、上项目、筑平台、
优环境上下功夫，2013年至2017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67.83亿
美元，连续5年位居全省第二位。

11月21日，记者深入郴州工业园区采访发现，在承接产业转
移方面，多个园区通过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产业集群效应凸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