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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乐土的培育者
本报记者 陈 思

30年磨砺：
把软环境当成硬任务

1978年，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郑州也迎来了
发展的春天。郑州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响亮提
出：“抓好商贸城建设，尽快把郑州建设成具有较
强吸引力、辐射力的经济中心城市！”

市委、市政府的英明决策，特有的区位优势和
交通优势，以及发展壮大的商贸优势和广阔前景，
吸引中外商家悄然抢滩郑州。

如何让逐鹿中原的中外客商留得住、发展
好？经济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记者查阅郑州市组织史，上面这样记载：
1995年12月至1998年5月，开展纠风治乱和

专项执法监察工作，废除向企业收费文件127个、
收费项目101项，降低收费标准文件46份，查处企
业“四乱”案件 32起，处理违纪人员 10人，减轻企
业负担总金额1.25亿元；

1998 年 5 月至 2004 年 3 月，对不适应市场经
济要求的地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行政事
业审批事项进行了彻底清理。

……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把优化经济环境工

作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硬任务来完成。
6年来，我市相继出台了《郑州市损害经济发

展环境责任追究办法》、《郑州市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郑州市司法人

员违法过错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等制度。
同时，坚持强化监督、严肃执纪。适时组织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不定期地进行明察
暗访，对于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限期整改。对于
社会影响大、损害省会形象的问题，启动行政问
责，严肃追究责任，6 年来，共行政问责 106 起，责
任追究113 人。

多策并举：
用硬措施优化软环境

我市治理软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动硬招、
用实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文超对该项工作
的一条基本要求就是，“抓住环境建设中的突出问
题，为改革开放排阻清障，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开展民主评议，让人民群众量“短长”：
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对全市 76家单位

进行行风民主评议。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议听取评议结果汇报，并向社会公布。

强化责任追究，让纪律和法律断优劣：
严查“四乱”。大力治理整顿“乱检查、乱收

费、乱摊派、乱罚款”及“乱办理、乱评比、乱达标、
乱发证”等侵犯企业合法权益，影响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问题。

规范行政执罚行为。2006 年，市政府下发
《关于建立罚款自由裁量阶次制度的意见》。目
前，市本级已全部建立并实施了该项制度。

维护生产建设环境。从2003年起，市公安局
排查出了 10 多个严重影响企业周边治安环境问
题的治安乱点，联合各级工商、税务、质监、城建等
部门，对盗窃资产、哄抢财物和破坏电力、电信设
施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强买强卖、强
装强卸、欺行霸市、阻拦施工等危害一方的地痞、
无赖、村霸及流氓恶势力依法严惩。

不断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市委专门下发了
《关于加强机关效能监察投诉工作的意见》，通过
投诉中心、市长电话、行风热线等投诉渠道，严肃
查处行政执法管理中的“不作为”、“乱作为”问题、
涉企“四乱”案件和不讲诚信案件，并强化过错责
任追究。

我市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消除影
响发展的政策性障碍，并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大
厅）建设，不断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进一步规范政
务公开，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三重效应：
软环境带来“硬”变化

30年来，我市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明
显改善。2003 年 11 月 16 日，世界银行发布的

《2003年中国投资环境报告》显示，在全国有代表
性的23个大中城市中，郑州的投资环境排名第10
位；中国质量万里行明察暗访，评价郑州整体服务
质量为优秀。

优化发展环境带来三重效应：
一是“洼地效应”，使更多的项目、资金、技术、

人才等生产要素大量涌进。
2006 年 6 月，“康师傅”列入市重点项目的一

期工程投产，二期工程在原来投资的基础上，又追
加投资1200万美元，增资后的“康师傅”食品工业
基地，建成后将成为继天津、杭州之后的全国第三
大基地。

二是“连锁效应”，使环境的受益者同时成为
宣传者，收到“一雁引来群雁至”的效果。

继 2006年郑州有史以来投资最大、河南有史
以来屈指可数的重大项目——郑州煤化工项目落
户新郑、总投资 120 亿元的郑州生物化工项目落
地中牟、“海马”成功重组郑州轻汽后，世界500强
企业澳柯玛挺进郑东新区，国内物流行业巨头香
江集团布局郑州，风靡全国的今麦郎也来了……

三是“亲和效应”，促使干群关系融洽，民心思
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

郑州市双凤鞋业有限公司在郑州市区有 70
多个专卖店，每天十几部送货车要集中送货。由
于没有通行证，经常被交警查扣，司机与交警关系
一度紧张。得知这些情况后，市公安局主要领导
专门实地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办法。最终，双凤皮
鞋的送货车取得了相关通行证，送货路上畅通了。

郑州正被国内外高度关注，被大企业看好，已
成为投资创业的热土。

我们共同祝愿：郑州政通人和，繁荣昌盛！

多元融资的引导者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搭建政府融资平台
2003 年以来的 5 年间，我市共完成城市建设

投资近 2000 亿元。其中除了财政直接投资外，也
有不少项目是靠我市有效整合政府资产，搭建政
府融资平台，向金融机构和社会融资建成的。

具有标志意义的是，2003 年至 2004 年间，我
市成立了市建设投资总公司、市地产集团、市土
地储备中心、郑州路桥建设投资总（集团）公司、
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等融资平台。截至去
年年底，市建投已经累计签订授信额度 100 多亿
元，到位资金 76 亿元；地产集团成立以来共实现
土地收益近 10 亿元。2005 年，市土地储备中心先
后通过郑州的两家信托公司——百瑞信托和中
原信托发行信托计划，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此
举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急需资金，而且使广大
单位和个人成为郑州土地储备、城市建设的直接
投资者和参与者。

2007年，我市在考察南京、重庆等城市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市国投公司、城建
集团、住宅投资公司、交建投公司和文化产业投资
公司等 5 家专业性投融资公司，并在市场运作方
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进一步突出了融资平台在
政府融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仅 2007 年，政府主
要融资平台共筹集建设资金 131.48 亿元。这些资
金为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我市还通过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利用域
外资金等形式进行融资。

在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市政府
投资的特点也逐渐明确，即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
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公益事业和产业结构调
整等方面。

解决企业资金“瓶颈”
政府在拓宽政府投资项目融资渠道、加强政

府投资项目管理的同时，还积极发挥优势，为企业

融资搭建平台，着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
“瓶颈”问题。

成立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并不断扩充资本金，
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到去年年底，公司已经
为我市及其他省辖市20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25
亿元的担保融资，同时为 3 万多名下岗职工及私
营业主、创业者提供了经营和创业贷款担保，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信托公司融资，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郑州目前有百瑞信托和中原信托两家投
资公司，部分中小企业通过这两家信托公司向社
会公开募集资金。去年，市政府和深圳创新投资公
司、百瑞信托联合发起设立了一个创业投资基金，
主要服务于中小型高新技术发展。

出台政策，完善机制，鼓励、引导、辅导、包装、
推进企业上市，支持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此
外，我市还加大对重点上市后备企业的指导和培
训力度。企业上市进度加快，融资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全市已有境内外上市企业 21 家，其中境内
11 家，境外 10 家，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累计达到
124.88亿元。

有效整合优势产业、优势资产，吸引国内外战
略投资者通过控股、参股进行融资。近年来，我市
采取措施，不断推进国企的调整和重组，一些老国
有企业通过引进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解决了
资金困难，实现了“凤凰涅槃”。去年 9 月，紫荆山
百货大楼由新加坡时计宝投资有限公司成功重
组，成为全市首家靠引进外资实现重生的国有商

业企业。此外，我市工业领域的一批国有企业也实
现了战略重组。

吸引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和国内上市公司进驻
郑州，带动投资。近年来，我市招商引资突出“大招
商”、“招大商”，招商引资的重点围绕国际或国内
500强企业及大型跨国公司，大力引进重大投资项
目。除了开展定向招商外，我市还充分利用会展平
台，让国际或国内的大企业实地了解郑州。市委、
市政府还通过激励机制，鼓励引进大企业、大项
目。目前，已有沃尔玛、正大易初、家乐福、日产、飞
利浦、杜邦等16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郑州。中烟
公司200万箱卷烟生产基地、海马（郑州）汽车、大
成生物化工等一批大项目也落户郑州。

出台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向国家鼓励的行业、
产业、企业投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6 年，市
委、市政府出台文件，放开市场准入，扩大民间投
资。2007 年，全市民间投资完成 784.7 亿元，增长
58.4％，占全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
69.1%；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民间投资完成825.3亿
元，增长 51.8%，占全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为78.3%，比去年同期提高7.3个百分点。

融资平台仍须完善
我市投融资体制改革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

仍面临不少问题，如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运营机制
不够理想；融资领域及其投向不尽合理；中小企业
发展的资金“瓶颈”仍然存在；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和
信用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等。我市的决策者也认识到
了这些问题，并在着手解决。据悉，我市已计划整合
现有县（市）、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以郑州中小企
业担保有限公司为主体，探索组建一个担保集团，
在更大范围内帮助企业融资。有关部门也已经在考
虑企业融资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问题。

相信下一个十年，郑州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
面又会创造出不少新鲜的经验。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丁友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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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
年来，郑州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除了其他方面的支撑因素外，
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我市投融
资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主体和融资渠道逐步向多元
化方向发展，融资规模不断扩
大，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
和社会的贡献保持在较高水
平。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消
费的共同增长为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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