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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开放，促进数据应用与合作。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庞大、安

全、稳定的社会基础数据库和各种专业数据库形成的数据库群，

为包括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

开展公共服务创新提供可能。如深圳福田区通过建立人口、法人、

房屋、城市部件的基础数据库和系统集成，可以清楚分析区域内

公共资源分布的相对情况，可以发现哪些方面均等、哪些方面相

对缺乏或不足，进而根据均等化的要求对公共财政投入结构进行

调整和改进。

二是以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整体的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每个居

民享受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但在现阶段，我们尚不具

备实现全体居民完全均等化的条件，因此，现实的选择是不断让

更多的居民享受水平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一方面，在推进

城乡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要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结合城乡和地区发展规划、环境要素禀赋等深入分析人口流动变

化趋势，并据此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策略和公共财政投

入方案，防止在农村或欠发达地区投入了大量公共财政资金，建

设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却由于人口流动或人口结构变动而造成使

用效率低下，形成浪费，降低均等化效率。另一方面，推进流动人

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重点关注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基本公

共服务需求，可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调查研究流动人口的公

共服务状况和需求偏好，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要建

立全国统一的学龄儿童学籍数据库、社会保障数据库、流动人口

信息数据库等公共数据库和系统，以实现人口的无障碍流动和基

本公共服务的无缝对接，同时财政转移支付要根据监测的人口流

动数据定期动态调整，以促进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是构建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体系，提高政府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动力。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引导

地方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提高政府推进均等化

的动力和推进效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要充分利

用大数据对不同数据的抓取和综合能力、对数据差异的发现能力

和比较能力、对公众的情感分析能力，要在原来重视投入指标和

数量指标的基础上加强效果指标、公众评价和满意度指标、质量

指标的建设，要重视不同社会阶层和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比

较，重视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效率比较。具体注意建立和完善反

映不同居民人均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指标、不同地

区公共财政投入产出比指标、居民对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满意率的

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环境保护指标等等。对于各项指标的衡量，

既要考虑绝对标准，又要考虑相对标准 ；既要作横向比较，又要

作纵向比较，以引导政府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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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战略年会2014”聚焦

新常态

2014年12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4”在京举

行。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

伟光、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高强、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

所所长李万甫等财经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就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结构优化与产业升

级、法治中国与深化改革以及1994年财税改革评

价与展望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共同献策新常态

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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