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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地方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几点思考

近
年来，财政投融资作为政

府 资 源 配 置 的 重 要 手 段，

在促进经济增长、调整和

改善经济结构、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等

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地方

财政投融资在运行中也遇到了不少

困难和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地

方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地

方财政投融资体制，规避财政风险，

发挥财政投融资在推动地方经济发

展中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已成为当前

地方经济发展中需要着重研究解决

的问题。

一、拓宽政策性投融资的
资金来源

扩大预算内财政资金投入政策性

投融资的规模。财政资金是地方政策

性投融资体系有效运转的基本保证。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财力增强，在

保证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条件下，应逐

步增加地方财政资金用于政策性投融

资的比重，以补充政策性投资机构的

资本金，或用于一些新的重大政策性

投融资项目。特别是“费改税”后，政

府性基金收入转入预算内收入的这部

分资金，仍应作为政策性投融资的资

金来源。同时，通过投资开发、强化

经营、加强管理以及利用间歇资金的

周转，实现政府专项基金的滚动增值，

从而增强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实力。

二、完善政策性投融资的
方式和手段

通过财政贴息和组建担保机构

的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发挥政策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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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的调控作用。

首先，强化财政贴息在地方政策

性投融资中的作用。在财政投资总额

难以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把一部

分原来直接进行投资的财政资金改为

用于贴息，能够引导更多的资金按照

政府的意图进行投资，真正发挥财政

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特别是

在目前社会资金充裕而投资主体投资

意愿不强、政府需要扩大投资以拉动

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增加财政贴息可

以起到有效的作用。政府可以选择一

批基础设施项目和更新改造项目，按

银行贷款规模给予一定期限一定利率

的补贴，以调动投资主体和银行的积

极性，扩大投资规模，增加投资需求，

并通过贴息项目的选择，促进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产业层级的提高。

其次，把组建担保机构提供贷款

担保作为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重要

手段。目前，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突

出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扶持中小

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或发展潜力大的

中小企业发展，而融资难是这类企业

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由于中小企业

实力较弱，很难有足够的抵押品，找

担保更难，银行则认为给中小企业提

供贷款风险太大。因此，地方政府通

过组建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

务的机构，解决他们的融资难问题，

是支持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

途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出一部

分资金，引导中小企业以会员制的形

式组建联合担保共同体，为中小企业

提供融资担保，担保机构不以盈利为

目的，但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

类担保机构以地方政府支持为后盾，

一方面可以吸引中小企业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可以为其提供

的贷款担保进行选择，体现地方政府

政策支持的意图。这样，地方政府通

过少量的财政资金，就可以引导相当

规模的社会资金，实现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的目的。

三、加强对财政投融资资
金使用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要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益，除了加

强对项目决策和项目建设或运作过

程的管理外，还应强化对资金使用的

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确保财政投融

资资金安全有效。

一是强化财政投融资计划管理。

按照绩效预算、零基预算原则，编制财

政投融资预算，并报经人大会议审核

和批准。应选择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

项目、能源建设项目及技改项目，尝试

推行预算管理。在财政部门的管理和

监督下，项目业主要严格按照预算计划

使用资金，并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监督，以达到合理控制支出、降低项目

费用、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

二是积极推行“项目招标采购

制”和“财政报账制”。由于纯公益性

的公共事业项目只能依靠政府财政

性资金投入来组织建设，可以考虑采

用“项目招标采购”的办法。在政府

有关部门核定建设目标、建设标准和

政府投资额、补贴标准后，政府向社

会公开招标，选择承建商和运营商，

具体负责项目建设及建设后的运营

管理。“财政报账制”是借鉴世界银行

惯用的贷款管理办法，在建设项目的

内容、标准和总概算确定后，由政府

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向财政部门预借

部分建设基金，先行组织建设，然后

再向财政部门报账核销。通过专户管

理，对项目资金的每一笔开支，都实

行“报账制”，财政部门对不合理支出

有权拒绝报销和拨付资金。

三是建立健全规范的审计制度，

加强对财政投融资项目的财务监管。

制定包括监督原则、内容、方式、责任

和奖惩等内部监督办法，使单位的内

部监督规范化、制度化。严格照章办

事，使内部监督“事事有人负责、凡事

有章可循、事事有人监督”，充分发挥

内部审计的日常监督和全过程控制作

用。拓宽稽查范围，尽量覆盖所有的业

务领域，对重要的业务或岗位要进行

经常性的稽核，对重点、难点进行专项

检查与审计，实现从以突击为主的内

部审计向以常规审计为主、以定期或

不定期审计为辅的审计形式转变。通

过一定的外部审计与规范的内部审计

相配合，加强对投资项目的财务监管，

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防止挤占、挪

用、截留、浪费和贪污项目资金。

四是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强

化财政投资责任感，约束地方政府盲

目投资上项目的行为。目前有些地

方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搞“形象

工程”，超出地方经济承受能力，挪

用“吃饭钱”搞建设，致使地方财政

出现“寅吃卯粮”现象。针对这种现

象，必须通过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来约束地方政府扩大投资的盲目性。

要按照“量入为出”原则编制部门预

算，确定政府机构运转及事业发展的

资金需要，合理确定财政投资规模，

尽可能使本级财政收支平衡。借鉴国

内外的预警经验，根据地方的经济发

展情况及财政负债承受能力，合理确

定地方财政债务风险预警线。风险预

警分为可承受债务风险、不可承受债

务风险、债务风险三级。财政支出在

可承受债务风险线内，地方政府可继

续投资 ；在不可承受债务风险线内，

由财政部门亮出黄牌警告控制投资 ；

在债务风险形成线内要通过经济手

段强制控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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