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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  
促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本刊评论员

中期财政规划，是预算收支安排超过一年（一般为
三至五年）的财政计划。从本质上看，中期财政规划通过
开展宏观预测、明确发展战略、强化预算上限和进行绩
效评估等举措，建立以财政资金约束为核心的资源配置
方式 ；通过明确财政目标、增加中期预测、完善决策制
定程序等手段，将财政总量预测体系与各部门中期预算
约束有机结合，从而将中期财政政策和中期预算编制纳
入统一的框架，以使中期预测与财政执行的最终结果相
协调。 

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完
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
现新特点，“三期”叠加效应明显，国家宏观调控面临前
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一方面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长期以
来以政府财政为主力军的激励模式式微 ；一方面结构调
整面临阵痛期，以高能耗、高投资、出口拉动为主要特征
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下表现出越来越多
的不适应性 ；另一方面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2008
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出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出现
了边际效应递减、负面效应逐渐显现等一系列问题。财政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现行财政制
度的制度优势亟待加强。必须加快实施全面规范、公开
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财政经济杠杆
撬动资源要素活力，以体制机制优势引领新的发展方向。
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
容，通过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的预算平
衡机制，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要登高望远。不谋万代者
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期财政规划改
革实际上是对财政的总量控制，旨在中长期实现对财政
纪律的强化。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出售土地换得当期
发展利益，融资平台变相举债花样翻新，“游离”在财政

管理的范围之外，财政部门却有承担“兜底”责任之虞。
若不长远考虑，将国家财政资金、资产、资源纳入中期
财政规划，就无法对今后的债务进行统筹规划和安排，
中长期就会抑制我国财政经济的生机和活力，不利于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他诸如地方财政与房地产税改
革、老龄化与养老金改革、税制结构优化与收入分配改
革等等，都是财政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之后的“硬
骨头”，不能一蹴而就，都需要放到中长期的范畴内统筹
考虑。中期财政规划改革，需要登高望远，超越眼前利
益的藩篱，充分尊重科学的财政纪律和经济规律 ；更需
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过程监控，既体现“透明预算”的要求，
又加强预算的可预见性，从而增强人们对于财政改革终
将惠及全体纳税人的信心。

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要脚踏实地。万丈高楼平
地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第一，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
革，首先要明确中期预算与年度预算之间的关系。中期
预算并不是对年度预算的替代，年度预算是中期预算的
第一个年度的预算，是中期预算基础性的有机构成，中
期预算框架为年度预算的编制提供有效的指导。第二，
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应基于国家战略优先性分配预
算资源，并确保这种分配与总体财政目标相一致，从而
在中长期内提高财政配置资源的效率和科学性，也保证
总体财政纪律得到贯彻的同时，各支出机构能够具有一
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另外，中期财政规划还应着力探索
提高支出绩效的手段，以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率，实现财
政战略。第三，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要进一步明确和
加强财政部门的国家核心预算机构地位，建立以财政部
门为核心的宏观经济预测机构、财政支出绩效考评机构
和中期预算框架管理机构 ；要加强对政府部门受托责任
和绩效考核，尽可能地保障中期财政规划的刚性约束力，
将中期财政规划改革切实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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