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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财政对策
王家永

所不为”的原则，准确定位市场与政府、

政府与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厘清推进创

新创业的方向、路径、组织方式和实现

方法，充分发挥财政资源配置和收入

分配的职能作用，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

结构，减少和扫清妨碍市场主体创业创

新的障碍，释放市场经济发展潜力和空

间，使资源配置趋向帕累托最优。一是

加快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财政部门

作为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主导部门，应

加强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运行

机制建设，研究制定具体的购买服务范

围、标准和操作指南，逐步扩大政府向

市场购买公共服务规模，借助市场机制

降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切

实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进而培育和壮

大市场主体力量。二是加快PPP推广与

实践。财政部门作为PPP的主要管理部

门，应对行政区域内的拟建公益性项目

进行全面梳理，积极开展PPP试点，借

此破除该领域各种行政垄断和隐性壁

垒，打破“政府包揽式”提供重大公益性

项目的固有藩篱，将政府配置资源的空

间尽可能让度给市场，进而优化创业创

新环境。三是强化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切实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绩效管

理，建立规范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流程

和运行机制，对重点民生支出和社会公

益性较强的项目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强

化财政支出责任和效率，以效率倒逼改

革，以改革促进创新，借创新优化公共

资源配置。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激发市场活力

各级财政部门应深入贯彻落实积极

的财政政策，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同时，加强政

策性融资担保机制建设，努力拓宽资本

投资渠道，着力扶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

企业发展，以激发市场活力。一是着力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全面落实结构性减

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全面推进营改增

试点，真正实现区域内企业税负只减不

增。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建立健全“权

力清单”、“责任清单”和“收费清单”制

度，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坚决遏制乱

收费，贯彻落实降低企业缴纳社保费用

政策，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同时，

严格按照中央文件要求，下放财政资金

和项目审批权限，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克

服对市场的干预，用财政的“减法”换取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

多挑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要素

规模驱动逐步减弱，粗放型发展模式难

以为继，就业总量压力较大，结构性矛

盾凸显，创业创新理念尚未深入，鼓励

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尚未形成。为此，

2015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措施的意见》，

明确提出推进创业创新的总体思路和

着力点。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

杆，在推进创业创新过程中理应承担责

任。各级财政部门应明确目标，精准发

力，力促创业创新。

坚持市场主体导向  优化资源配置

各级财政部门应本着“有所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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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企业发展的“乘法”。二是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充分认识中小微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吸纳就

业中的突出作用，用好用足现有各项优惠政策。进一

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强政策性融资担保机制建设，

适当增加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注册资本金，增强担保机

构再担保能力。积极筹划创建担保银行，探索建立多

层次中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

难问题，促进优势成长性企业发展。三是确保对小微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研究制定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政策落实方案，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小微

企业全面了解和掌握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四是积极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性产

业基金的杠杆作用，全面落实调结构、转方向、促升级

政策，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发

展。强化产业投资基金市场化运行管理，积极支持传

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促

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培育厚植财源有机统一，良性互动。

加大资金统筹力度  力促创业创新

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大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力度，集

中部分财力重点支持创业创新和人力资源建设。创新

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引擎和导向作用，

“四两拨千斤”，撬动和吸引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向

创业创新领域，放大财政投入效应。一是加大创新创

业投入力度。在对现有各类政府性投资基金进行梳理

整合并开展绩效评价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财政投入，

设立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借助引导基金吸引社

会资本合作建立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种子期、初

创期和早中期特定企业。强化基金运行监管，对产业

基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委托专业管理机构运营，

建立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风险宽容机制、适度让利

机制和财政退出机制，确保基金健康持续运行。二是

支持创业创新平台建设。对众创空间等孵化机构的办

公用房、用水、用能、网络等软硬件设施给予财政资金

支持，切实减轻创业者负担。三是完善人才创业创新

机制。在全面落实国家现有支持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

政策基础上，综合运用专项资助和补贴等手段，鼓励

扶持大学生创业，支持科研人员创办实业，吸引留学

人员归国创业，调动高层次人才创业，为人才创业创

新提供健全完善的保障。 

（作者单位 ：辽宁省大连市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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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东海县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联

动工作机制，积极落实“营改增”试点工作，确保政策红

利释放到位，助力供给侧改革，预计减税0.6亿元，税收

负担下降35.1%，将有力促进纳税人转型升级。图为东海

县国税部门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涉税辅导。

江苏东海：
主动作为助推“营改增”

张开虎  田静｜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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