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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建立财政存量

资金与转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库款

调拨等挂钩机制，将分散、沉淀在部门间的资金

“唤醒”，变“零钱”为“整钱”，变“死钱”为“活钱”，

统筹用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亟需资金支持的

重大领域和项目。二是扩增量，提高理财收益。按

照精算平衡的原则，探索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

着力解决社保基金理财收益低和政府融资成本高

的矛盾，避免守着“金窝窝”去“借债”。同时，积

极实施国库现金管理，在确保正常支付前提下，

合理调度财政专户存款开展间隙性短期定期存款

操作。三是节成本，腾挪信贷资源。积极争取地方

政府债券额度，置换存量债务，有效减轻政府偿

债压力，规范政府融资行为，满足各地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同时，通

过债务置换，推动银行有效释放流动性，腾挪出

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服务供给方面，一是简政放权，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现有

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一步减少财

税审批事项。积极推进“营改增”全面扩围，用足

用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

费政策，通过“真金白银”的减收来“放水养鱼”，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二是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服

务生态文明建设。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要求，构建财税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

算好长远账、全局账、生态账、民生账，不计较一

时一地的利益得失，宁可少收眼前的“三五斗”，

也要把绿水青山长远地保护好。同时，依托生态

资源积极培育旅游、休闲、健康等新兴业态，将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构成财政收入永续增长

的不竭源泉。三是统筹兼顾，服务民生发展。民生

是发展的“蓄水池”和“推进器”，也是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公平的教育、优质的医疗、充分的就

业，既是民生，也是有效供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强劲引擎。因此，要找准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

“结合点”，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可持续地

提升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民生服务的

有效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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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银智库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中国民生银行改革

创新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金

融形势复杂严峻，金融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民银

智库50人论坛的成立必将为民生银行的发展注入新动

力，也成为我国银行业改革创新的重要尝试。围绕我国

金融改革方向与重点、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改革、互联

网时代的商业银行转型等问题，与会专家还深入探讨了

民生银行的发展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以及金融业如

何创新改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民银智库50人论坛成立大会
在京举行

本刊记者 张小莉｜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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