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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实施  助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深入推进改革  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减税降费  政府收入“减法”换来经济发展新动能

积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推动“三去一降一补”

农业可持续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实施
助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本刊记者｜张小莉

2016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财政部门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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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促进了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积极有效  为经济发展集聚新动能

实行减税降费，着力减轻税费负担。全面推开营改增

试点，同步实施增值税收入划分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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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开展涉企收费情况专项检查，全面清理各类保证金。继续

落实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调整

降低化妆品消费税政策，适度扩大日用消费品关税降税

范围，丰富国内消费选择。

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财

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扩大财政赤字规模，确保支出

2016:财政工作回眸

2016年，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财政
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
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财政改革发展各方面取得了新成效，促进实现了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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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实施
助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本刊记者｜张小莉

强度不减。去年年初预算安排全国财政

赤字 21800 亿元，比上年增加 5600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赤字 14000 亿元，地方财

政赤字 7800 亿元，均比上年增加 2800

亿元。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地方

专项债务规模也有所增加。同时，调整

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有力

地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要改革、重点

政策的落地和实施。中央基建投资预算

安排 5000 亿元，集中用于交通、水利等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项目。扩大地

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降低利息成本约

4000 亿元。全面清理结余结转资金，积

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大资金统筹使

用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大力推广

PPP 模式，推动更多示范项目落地，积

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

支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推动经

济结构调整。中央财政设立 2 年 1000 亿

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并

及时拨付，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大力推进

棚户区改造和货币化安置，支持化解商

品房库存。深化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

革，采取多种方式消化政策性粮棉油库

存。明确债转股涉及的债权转让和核销

政策，支持按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

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加大补短板力度，

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

入，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对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促进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

支持基本民生托底，促进社会事业

发展。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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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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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到每人每年 420 元，个人缴费标准相

应提高到 15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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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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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

风险。贯彻落实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债

务实行限额管理，2016 年核定并分别向

地方下达债务限额 17.19 万亿元，指导

各地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

管理。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

担保行为，将政府举债权力关进预算的

“笼子”。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

预警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

稳中向好  积极财政政策凸显成效

2016 年 是“ 十 三 五 ”规 划 开 局 之

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之年，积

极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和动

力方面实现定向发力，进行“滴灌”调

控，加强预调微调，既保持了财政政策

连续性和稳定性，又发挥了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作用，为推进改革

营造了稳定的宏观环境，也为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动力。在各项财政政策和其他

调控政策的综合作用下，2016 年我国

经济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态势。全

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7%，处于

6.5%—7% 的预期区间，在世界范围内

属于较高增速。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城镇新增

就业 1314 万人，超过年初预期目标。

——物价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9 月

份由负转正，12 月份上涨 5.5%，市场供

求关系改善。

——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工业企业

效益好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全年

增长 8.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增

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000 万以上。

——经济持续转型升级，服务业

比重继续提高，2016 年占 GDP 比重为

51.6%，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 ；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 58.2%，提高 5.3 个百

分点。

——需求结构继续改善，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4.6%。

——新动能快速成长，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5%，增速比

规模以上工业高 4.5 个百分点。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扎实推进，

全国新登记企业 553 万户，比上年增长

24.5%，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5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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