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助推实现“十三五”开门红
 本刊评论员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2016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7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6.7%。回顾2016年，财政部党组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
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财政工作主动服务大局，各级财政部门认真履职尽责，财政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
助推实现“十三五”开门红。

稳增长政策有力。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大规模减税降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试点首月减
税355亿元，随着全面试点时间的推移，改革红利持续扩大，减税规模持续增大，新增试点行业全部实现总
体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全年降低企业税负超过5000亿元。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清理涉企保证
金。取消、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相关政府性基金和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合理扩大
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优先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亟需领域，着力推动“三去一降
一补”。加大去产能等改革支持力度，推动落后生产力平稳退出，及时拨付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化解钢
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大力支持棚户区改造和货币化安置，深化重要农产品收储制
度改革，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并建立生产者补贴制度，采取多种方式消化政策性粮棉油库存。加大补短
板力度，支持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大幅增长，支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和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启动第二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完善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出台股权激励税收政策，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
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增加财政赤字，用于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减收和保障重点支出需要。加强
政府性债务管理，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发挥债务工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18万亿元，支持地方稳增长、补短板。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降低利息成本。

惠民生措施精准。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吸
纳就业困难人员，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增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统一城乡义务教育
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
免除学杂费。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进一步建立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保障城乡特困人员获得救助供
养服务。养老医疗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面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不断提高，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扩大到200个城市，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5元。

推改革蹄疾步稳。加快税制改革，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全覆盖，全面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开展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推动《环境保护税法》出台。着力完善财政体制，国务院出台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改革总体要求、划分原则、主要内容 ；合理确定全面推开营
改增试点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 ；调整中央对地方原体制增值
税返还办法，实行定额返还，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出台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规范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 ；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中央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
实现全覆盖 ；出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开展风险评估和预警，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
行为。 

卷 

首

P
R

E
F
A

C
E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卷首
	财政助推实现“十三五”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