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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PREFACE

财政主动作为要打好五张牌
 

    本刊评论员

当前，我国已进入“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
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则呈刚性增长，财
政收支的新特征又要求财政管理更加规范科学，这是财政
新常态的主要表现。为适应经济新常态，财政必须主动作
为，打好五张牌。

打好转变观念牌。在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不再像
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增收面临压力。这就要求我们正视当
下现实，转变传统观念。一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收入增速
变化，克服“高速增长”的情结。预算收入的编制要建立在
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加强收入预测和预算执行分析，防止
过高确定预算目标，避免地方政府竭泽而渔式收税。二是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改变“财
政万能、包打天下”的思想。财政支出要“到位”，同时避
免财政职能出现“越位”、“错位”，属于市场领域的要切实
放手。三是要科学理财、量力而行，改变“财政在保障民
生方面要不顾一切向前冲”的思想。新常态下的财政要树
立正确的保民生理念，要循序渐进，坚持“保基本、兜底
线、促公平”的原则。四是要树立“花钱买机制”的理念，
改变“财政就是加大投入”的被动思维。财政要积极参与
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科技教育、农业发展、环境保护等
领域的顶层设计，着力解决制度碎片化等问题，确保财政
政策的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

打好财税改革牌。财税体制改革关乎国民经济发展
和民生的各个方面。按照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的要求，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2016 年要基本完成重
点工作和任务，2020 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今年及

“十三五”的五年，是财税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期。预算
改革在 2014 年已全面铺开，目前的难点是按照新预算法
的要求坚决落实，特别是最核心的预算公开透明，任务艰
巨而迫切。当务之急是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
容，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要紧紧
围绕财税改革三大重点任务，积极研究制定配套措施，以
财税改革的积极成果推进国家整体改革的进程。

打好宏观调控牌。财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之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宏观调控面临更为复杂

的形势，既要稳步去杠杆化，又不能造成经济的断崖式下
跌。这就要求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创新调控思路和
方式，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
包容性发展。一是坚持底线思维，尽量避免短期强刺激政
策。经济下行虽是客观事实，但只要运行在合理区间，没
有就业危机和系统性风险，就不宜采取短期政策强力刺激
经济。二是注重供给管理，支持补足短板。进一步破除行
政性垄断和管制壁垒，促进企业自由进出。促进劳动力、
资本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使企业能更有效率地利用各种
要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养老健康、信息消费等短
板领域加快发展。三是创新调控机制，推进PPP模式快速
进展。进一步摸索 PPP 发展经验，规范操作流程，对公共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扶贫开发等领域，可以通过 PPP、
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打好依法理财牌。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预算法对预
算规范管理、公开透明的要求越来越高。财政部门应切实
增强法治观念，全面推进依法理财。一是强化依法理财意
识，提升依法理财水平。坚持以法治思维推进财税改革，
将法治的原则和要求运用到财政改革中去，以法治精神解
决改革遇到的问题，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
二是贯彻执行好新预算法，加强改革具体方案与新预算法
的衔接。把新预算法的各项规定作为从事预算管理活动的
行为准则，及时修改以前制定的有关制度文件，增强预算
的法治性和约束力。落实好税收法定原则，积极配合立法
机关做好各项税收法的制定修订工作。

打好大国财政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建设大国财
政的要求越来越迫切。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我国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所以财政必须突
破“国内”界限，从更加宏观的视野去审视大国财政在国
际事务中的作用，主动参与国际财经交流和全球经济治
理。古语云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大国财政，
应适应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的新形势，坚
持“大国财政、统筹内外”的理念，在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
中有担当、有责任。通过参与或主导双边、多边财经事务
规则制定，以及亚投行等多边开发机构的组建，推动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努力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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