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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能力建设，是推进财政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客观

要求，而提升财政制度创

新与政策设计能力则是加强能力建

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能力建设中，

应注重运用系统思维提升财政制度

创新与政策设计能力，力求做到以下

五个结合。

一是目标导向与实施手段相结

合。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目标与

手段的错位，如将GDP增速、财政收

入规模、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保障资

金数量等作为目标来追求，而往往忽

视了财政提供公共服务这个最终目

标。在确定制度或政策目标时，不妨

引入系统思维模式，改变将各个目标

并列的习惯作法，建立起层次分明、

分层递进的目标体系。在这个体系

中，将每级目标都作为实现上一级目

标的手段来实施。以制定“十二五”

规划为例，规划最高目标是提高人民

群众的幸福指数，实现“最大多数人

的最大幸福”；中层目标是经济发展

和社会和谐，为了实现提高人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这一最高目标，需要运用

好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两个手段 ；保障经

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两个目标的实现，

需要有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作为保障

条件，涉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增加财政收入、节能减排、科技创

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事业、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各个方面。如果按

照这种系统思维模式分级确定目标，

就很容易确定下一级这些手段到底

保持在什么水平或增速上才能更好

地实现上一级目标，从而有效地约束

具体目标相关指标如GDP、财政收入

等的主观性和相互攀比，从根本上解

决各指标的飘忽不定问题。所以，制

定财政制度或政策，首先要确定最终

目标，然后再逐级选择下一级目标作

为实施手段，否则很可能事倍功半甚

至导致制度或政策失灵。

二是精细考量与科学谋划相结

合。精细化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在财

政管理领域得到广泛重视，目前我国

正在推行的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国

库集中收付、转移支付制度、收支分

类改革、“两基”建设、债务管理、财

政管理信息系统等皆属于精细管理

的范畴。可以说，精细管理是实现财

政科学管理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也

应清醒地意识到，精细与科学也存在

着系统配置问题，科学体现在“精到

点上、细到实处”。如果在制定财政

制度或政策时，过分追求精细考量和

严格要求，就会影响制度或政策的灵

活性，加大执行成本。通俗地讲，科

学化就是要“抬头看路”，精细化就

是要“埋头拉车”。要想提升制度创

新与政策设计能力，就要将财政科学

化和精细化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把

握好精细考量与科学谋划的度，既要

“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从而

寻求到两者之间的均衡点。

三是正向操作与逆向思维相结

合。制定好一项制度或政策，需要将

制度或政策的各种利益方作为一个

系统来整体考虑，善于换位思考和逆

向思维。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

反对或质疑的声音，有利于全面、系

统地厘清财政制度或政策执行的阻

力所在，更好地实现财政制度创新或

政策设计的目标。

四是着力推进与减少障碍相

结合。如果把企业等市场主体比作

“车”，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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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共服务就是“路”，政府的补贴、

贴息、担保等财政政策就是让“车”

加快行驶的“助力”。要想把“车”开

得又稳又快，就要把“车”和“路”作

为一个系统来考虑，既要加大“车”

的动力，又要保证“路”的畅通。在

谋划财政制度或政策时，需要从“着

力推进”与“减少障碍”两方面来综

合考虑我们推出的每一项财政改革

措施的系统可行性。当然，扮演“车”

角色的市场主体才是经济发展的关

键，政府切忌越俎代庖而干扰正常的

市场秩序，一定要充分发挥好市场在

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这也是我们在制定财政制度或政策

时容易忽略的基础环节。

五是制度约束与政策激励相结

合。制度一般比较稳定，多用于约束

人们的行为。而政策有一定的期限

性，也多具有导向性。我们需要将制

度与政策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通过

制度与政策的各司其职和合理搭配，

实现约束与激励的最佳耦合，从而调

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总之，要想提升广大财政干部的

制度创新与政策设计能力，首要是养

成系统思维的习惯，既要搞清楚某项

财政制度或政策涉及利益群体的内

部关系，又要考虑到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以及地理历史等环境因素对

制度或政策内部关系的影响，在各种

利益群体搏弈中寻求提供公共物品

或服务的均衡点和资源配置的帕累

托最优，从而使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在

公共财政框架下得到有效保证，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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