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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是地方治理的基础，地方财政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推

动高质量发展，完成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坚战”，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六稳”目标，促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财政责无旁贷，必然担负起更为艰巨的历史新使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地方财政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

题和矛盾，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财政的治理能力。尤其是

随着地方财政收入增幅放缓，不仅制约了财政治理能力，挤压了财政政策空间，加大了落实促进“六

稳”各项政策的难度，而且使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更加尖锐，积聚了财政风险。2010年到2018年，我国

GDP增速从10.6%下降到6.6%，而财政收入增速却从21.3%下降到6.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从

24.6%下降到7%，远超过GDP增长速度的降幅。虽然财政收入增幅放缓，结束了高速增长状况，但是

地方财政必保支出较多，新增支出需求很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强化民生兜底保障，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一些地方财政运行困难加大，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面临

较大压力，风险不断积聚。

如何缓解压力，解决地方财政运行中的新问题，完成其担负的新使命新任务？唯有通过地方财

政改革，提升其治理能力，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内在的动力和能力。尤其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依

然较大的形势，中央决定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然而，如果没有地方财政改革和收支结构的

调整，财政收支矛盾就会更加尖锐，甚至面临不可持续的危险，这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地方财政改革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刘昆部长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

并提出按照有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要求，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健全预算管理

制度，进一步突破重点改革任务。历史也在反复证明，困难和压力是推动财政改革的重要因素，也只

有通过行之有效的改革，才能化解困难和压力。从实践来看，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浙江、安徽、福建、

海南、重庆等地实行了诸多财政改革措施，积极探索财政发展和管理新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提

升了财政治理能力，保障了各地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了提升财政治理能力，更好地发挥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

动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以财政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因素。中央对财税

改革作了明确部署，提出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地方来看，进一步深化

财税改革，需要根据中央的部署，抓好各项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财政收支矛盾尖锐的情

况下，尤其需要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重心，在优化支出结构、创新财政管理方式上做文章。其

重点应主要在于：其一，打破“财力固化”，统筹辖区财政资金和国有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在整

体层面使事权与支出责任有机结合起来，集中财力办大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其二，优化支

出结构和制度环境，改革财政支出审核、控制和监督机制。大力压缩行政开支等一般性支出，在提高

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社会性支出比例的同时，优化其内部结构，形成公平、科学、高效

的社会性支出制度。其三，打破狭隘的部门利益及评价观，改变将中间目标作为评价标准的弊端，建

立科学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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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地方财政改革 提升财政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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