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要过紧日子  换来百姓好日子
 

 
  本刊评论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 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

调控，提高预见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注重与消费、投资、区域、产业、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全面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今年赤字

率按 3% 安排，财政赤字 2.38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 2000 亿元。赤字率保持不变，赤字规模随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而相应增加，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负担，在上年减税降费 5700 亿元的基

础上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涉企收费2000亿元左右；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补短板、惠民生的支持，

保证重点领域的支出以推动改革发展，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增长 9.5%，重点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

和困难地区财力补助。

做好今年财政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

强化底线思维，在预算安排上，要有保有压，做好“加减法”，在财政管理上，要有张有弛，做好“乘除法”。

所谓做好“加法”，就是要更加突出公共预算的民生导向、改革导向。加大对扶贫、农业、教育、社会

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保障力度，这些方面的支出要确保只增不减。还要增加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资

金，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解决结构性供需失衡。继续支持做好钢

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继续实施棚户区住房改造和发展公租房，支持建

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支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

策，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所谓做好“减法”，就是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大力调整和压减中央

本级一般性支出。继续按照只增不减的原则，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压减会议费、培训费、宣传费、

咨询费、软课题经费和涉企补助等支出。按不低于 5% 的幅度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对政策目标

已经实现的项目，不再安排预算，对实施环境发生变化的项目，重新核定预算。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

大脚花钱。

所谓做好“乘法”，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好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和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继续推广运用

PPP 模式并加强管理，进一步优化项目融资环境，加大业务支持和项目推介力度，推动更多项目开展和落

地实施，严格规范运作 PPP 项目，确保项目实施质量。发挥好各类财政性投资基金的作用，采取基金管理

等市场化运作模式，逐步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发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作用。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

务，进一步扩围增项，在更多领域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增强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提

高采购全过程的透明度。多措并举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

的投入。

所谓做好“除法”，就是要强化财政管理，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规范、高效使用。要完善权责管理制

度，努力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建立权力和责任清

单。加快财政法治建设，严格落实预算法要求，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建立健全财经管理法规中

有关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资金分配内控制度和监管机制，加快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监管体系，

实现“审批到哪里，监督问责到哪里”。加快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工作转型，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强化转

移支付资金编报审核、执行监控和绩效评价，不断提升监管成效。深入推进财政系统内部控制建设，狠抓

制度执行，有效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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