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本期专题CHINA STATE FINANCE

完善财政政策
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融、电子设备、商务服务、信息技术等5

个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税收增

长30.5%，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较大

的增长潜力。这也表明，提高经济发展

的质量效益，关键应在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上下功夫，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

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

财政要坚持“减法”、“加法”、“乘法”并

用，切实发挥好财税杠杆对产业升级的

推动作用。“减法”，就是要加大结构性

减税力度。特别是“营改增”改革，对于

推动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具有重大意义，应当加快推进实施。

“加法”，就是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对产业结构调整关键领域和重

点环节的投入。“乘法”，就是要创新财

政资金使用方式，最大限度地吸附引导

金融等社会资金，放大财政扶持的“乘

数”效应。去年山东省级财政筹措资金

287亿元，通过以奖代补、贷款贴息、风

险补偿等方式，带动市县财政和社会投

资5600多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产业升

级，收到了很好效果。今后应更加注重

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配合协调，继续

做好“财银合作”文章，发挥好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产业升级提供

强力支撑。

以支持自主创新为重点，着力增

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提升经

济发展质量效益的关键。不论是传统产

业的改造升级，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培育壮大，都要依靠科技创新。去年山

东省级财政安排10个亿设立自主创新

专项资金，集中投向9个重点产业32个

重点领域，扶持了97个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带动社会投资124亿元，产生了很

好的效果。山东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比上年提高0.2

个百分点。今后还要继续加大对自主创

新的投入，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

发展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除了要靠资金支持，还要靠

人才支撑。去年山东显著加大了对人才

的投入，仅省级就达24亿多元。同时，

制定了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的16条政策措施，在财

税政策、利益分配等许多方面都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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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推动经

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

来。财政是重要的经济调控杠杆，必须

进一步完善政策手段和体制机制，推动

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

以支持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重点，着力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层次的高低，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山

东的情况看，去年全省地方税收收入增

长17.2%，其中钢铁、化工等六个高耗能

传统行业税收仅增长3.5%，而医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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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如允许和鼓励科技人员享有发明

成果转化、股权处置收益的60%—95%

等，真正让创新者得实惠，极大地调动

了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今后应

当进一步丰富完善相关政策，切实做到

以财富回报财富、以价值体现价值，真

正把人的创新潜能充分挖掘出来，使人

才成为科技创新最可靠的战略资源和竞

争优势。

以支持扩大消费为重点，着力优

化经济发展的需求结构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对拉动经济发

展起着直接和决定性作用。在当前外需

趋弱、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必须增

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在

这方面，财政调控应把握好四个关键问

题：一要让城乡居民有钱消费。重点是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提高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的比重，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要

通过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千方百计

增加城乡困难群众的收入，提高其消费

能力。二要让城乡居民敢于消费。目前

我国民生保障体系日趋健全，但保障标

准仍比较低，群众远未达到敢消费的程

度，今后必须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减少

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去年山东的民生

支出达到331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

重达到56.1%，今后几年力争通过调整

财政支出结构，到2017年民生支出占

比达到60%以上，五年累计新增民生支

出7000多亿元，对完善民生保障体系、

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将发挥重要作用。三

要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要支持加强市

场监管，切实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严厉

打击假冒伪劣等市场欺诈行为，保护消

费者权益，让老百姓安全消费、放心消

费。四要注重培育消费增长点。在支持

扩大住房、汽车、家电等传统重点领域

消费的基础上，应大力引导和促进旅游

休闲、教育培训、文体健身、养老服务、

家政服务消费。以养老服务为例，预计

到2015年山东省老年人口将达到1923

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将达

到1000万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很大。

山东在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方面作了一

些探索，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通过基

建补助、床位补贴、培训补贴等方式对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给予支持，取得

了好的效果。今后应进一步完善扶持政

策，尽快将养老产业培育成新的消费增

长点。

以支持生态建设为重点，着力促

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来，雾霾天气、水污染等问题，

再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

的高度关注。财政部门要在不断增加

节能环保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

好财税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全面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一要强化税费引导。

加快推进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等税

制改革，认真落实节能环保各项税收

优惠政策，发挥好税收制度对资源节

约、环境保护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

废气、污水排污费征收标准，并加大对

违规排污企业的惩处力度，形成对环

境污染的巨大威慑。二要强化价格调

节。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全面推

进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和探矿权、采矿

权公开招标出让制度，完善差别电价、

阶梯水价等政策，建立反映资源稀缺

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治理与生态

修复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三要强化

利益补偿。加快建立体现生态价值和

代际补偿的生态补偿制度，大力支持

水源地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公

益林建设，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及太

阳能推广利用，积极开展节能、碳排放

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完善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切实形成“谁污

染谁付费、谁破坏谁补偿、谁保护谁受

益”的激励效应。

以创新财政体制机制为重点，着

力调动各方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效益的积极性

财政体制是调节政府间利益分配

关系的重要杠杆，是引导各地经济发展

的“风向标”、“指挥棒”。要围绕提升经

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进一步强化财政体

制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一要完善转移

支付制度，让各地“有财力”提高发展

质量。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有充裕

的财力作保障。如果一个地方的财力连

基本运转都保不了，想方设法到处“抓

钱”，什么来钱快就发展什么，极易导

致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盲目开发资源等

现象发生，必然会影响发展质量。应进

一步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大

对下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地方财政保障

能力，为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提供财

力支撑。二要完善财政管理体制，让各

地“有动力”提高发展质量。在体制设计

上，要将财力分配与各地经济发展的质

量效益挂起钩来，从利益导向上调动各

方面科学发展的积极性。去年山东省出

台了主体税收增长激励政策，从今年起

到2015年，对各市上缴省级的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比上年增长

15%以上部分，省级予以全额返还，这

些税种都与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有关，

形成了经济发展质量效益越高、地方财

政得利益越多的分配格局。三要完善科

学发展考核机制，让各地“有压力”提

高发展质量。在科学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设计上，重点是要淡化总量、速度指标，

强化质量效益指标，引导各方面将经济

发展的着力点放到提质增效上来。今年

山东在改进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

系时，考虑到税收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经

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财政指标只保留了

“税收收入及其增长幅度”，有利于树立

鲜明的质量效益导向，对提升财政收入

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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