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笔谈

用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工作
黄锦生

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

展观的深刻内涵，明确了科学发展观

的战略思想地位。财政部门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

地发展，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

会建设，必须按照“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

共财政体系”的新要求，在创新理念、

强化职能、优化管理上狠下功夫，使

财政工作在推进科学发展的实践中

准确入位。

一、以准确的定位诠释科学

发展

（一）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是壮大财

政实力的源泉保障。从根本上讲，财

政的持续增收必须以经济的高质量、

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只有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节能环保能力以及经济整体素质和区

域经济核心竞争力，才能有广泛的财

源基础和财政增收的不竭动力。
（二）公共财政是推进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条件

下，公共财政具有优化资源配置、调

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等重要职

能。强大的财政实力是实现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政府弥补市

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保障，

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形式和

基本手段；完善的财政管理机制是市

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构成，是维护财经

秩序、营造发展环境的重要保证。

（三）公共财政的高效运行必须以

科学的管理为支撑。财政工作要以科

学发展观为统领，始终把推进自身的

科学发展作为制定发展目标、推进财

政改革、正确履行职能的指导思想，

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转变理财方

式、优化政策手段，构建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财政体系，把

财政工作真正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上来。

二、以创新的理念引领科学

发展

（一）科学理财的理念。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对财政职能定位、政策目

标以及实现方式赋予了新的内容，提出

了新的要求。为此，需要正确运用财政

经济杠杆来调控经济运行，发挥财政

政策的调控功能，支持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

运用科学的方法管理财政资金，实现

财政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二）为民理财的理念。民生是和

谐之本，民生为本是财政工作的出发

点和着力点。财政部门必须继续强化

公共保障职能，支持就业和再就业工

作，支持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切实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创新理财的理念。改革创新

是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根本动力。需

要积极创新财政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

具体方式，科学运用财政政策，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资金的管理模

式，大力整合财政资金，集中财力支持

重点领域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需要

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积极推

进财政管理精细化、效能化、信息化。

三、以健全的职能推动科学

发展

（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社会群

体差距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通过加大公共财

政投入，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瓶颈

制约、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地区间

公共服务能力差异等诸多问题。要注

重搞好“三个结合”，努力提高公共财

政的供给效率。

一是注重搞好发展与改革的结

合。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寓于经

济发展之中，使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

展；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也是

改革的过程，尤其是涉及行政体制和

财政体制的改革。二是注重搞好财力

与制度的结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离不开财力支撑，但如何科学合理的

分配更为重要。在不合理的制度基础

上加大扶持，只会使扭曲的公共服务

更加不均衡。因此，科学的财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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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机制设计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保障。三是注重搞好供给与

需求的结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考虑

政府的承受能力和服务能力，也要考

虑居民的要求差异和满意程度。提供

公共服务必须考虑需求者的意愿，不

能强迫接受。
（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
，
市场是一只“无形的

手”，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但

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需要政府伸出

“有形的手”，发挥其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作用。

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之

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大有作为。

一是调节市场供求。主要体现为

运用财税政策促进生产、平衡供求。

如 2007年中央采取的有关生猪方面

的奖补政策等。二是提升经济质量。

主要体现为通过创新财政政策体系，

促进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鼓励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三是营造发展环境。主

要体现为通过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灵活

运用财政杠杆引导社会资本，发挥财

政政策的调控功能，从体制、机制和

制度层面为经济增长创造政策环境；

拓展财政扶持领域，注重提高财政政

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支持

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
（三）确保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

保证市场秩序的健康有序，财政部门

肩负重要监管职能：对宏观经济运行

进行监督管理，及时反馈信息，为政

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对微观经

济运行进行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经济

秩序，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财税法律

法规和会计管理制度，促进市场主体

公平竞争；对国有资产营运实施监督

管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加强对财政自身的监督管理，确保财

政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以高效的管理服务科学

发展

（一）优化支出结构。政府职能的

公共化要求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公共财政的整体保障能力。财政

资金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资金分配过

程就是资源配置过程，资金在不同领

域的稀缺程度和配置效果是财政部门

调整优化分配结构的基本依据。对于

社会事业、民生问题等投入欠账大、资

金需求高、配置效果好的领域，就是

需要重点倾斜的领域，以保证资源配

置总体效果最大化。因此，首先需要解

决支出存量固化的问题，彻底打破“基

数加增长”的预算管理模式，剔除那些

长期存在的不合理、不对路支出项目。

其次要在增量资金安排中严格把握投

入方向，新增财力要按照法律法规规

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向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事项倾斜，

向支持机制建设和体制创新倾斜。
（二）强化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管

理的核心目标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益，着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按

照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稳步提高基

本支出定额标准，切实解决定额标准

偏低、实际支出超标的问题；明确划

分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的界限，解决

基本支出安排不足、项目支出安排不

细、经费使用混水摸鱼的问题。二是

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强调集中财

力、整合资金办大事，保障重点保障

目标；要广泛推行专项支出的因素分

配办法，做到公开透明和科学有据。
三是强化财政支出的导向性。现在的

专项支出主要是根据被转移对象的

困难程度来安排的，具有较强的弥补

财力的色彩，看不出主观努力程度和

发展战略方面的内容。因此，要在具

体考核中加入一些主观努力程度的评

价指标，通过激励政策引导责任主体

加强资金管理。四是确保财政资金的

安全性。通过制度设计和信息网络系

统，推进“金财工程”建设对财政资金

的收付活动进行动态监督和控制。对

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甚至骗取财政资

金的违规行为进行核查处理，以保证

财政资金安全。
（三）推进绩效评价。要全面引入

绩效管理思想，通过深化改革，把财

政资源配置的最终成果作为衡量管理

活动的根本标准，使管理绩效好的地

方和部门得到奖励和激励；使管理绩

效差的地方和部门少得甚至得不到支

持，以此强化预算单位花钱的责任意

识，形成花钱看结果的支出管理理念。
（四）完善财政关系。政府间财政关

系是建立在财政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

制度基础之上的。

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以完

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为重点，按照渐进

稳妥、公平优先、规范透明的原则调

整市、县之间的分税制体制，完善扩

权试点县（市）财政体制，深化乡镇财

政体制改革。二要进一步优化转移支

付制度。坚持尊重客观、动态管理和

注重导向的原则，对于标准支出的测

算因素，结合实际实施动态调整充实，

充分体现促进协调发展、广泛关注民

生的要求。三要进一步优化激励约束

机制。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及时调整充

实考核内容，加大奖惩力度，充分调

动各级财政部门发展经济、强化保障

和自我约束的积极性。

（作者为四 川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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