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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

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站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立足于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而作出的重大部署。

既要“量”的增长，也重“质”的提升。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手段之一，积极财政政策当然

要协同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确保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不过，这里所说的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非仅仅着眼于GDP增幅一个指标。除此之外，还包括就业的充分程度与民生的

保障和改善状况等反映GDP质量和效益的指标。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语

境下，“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均系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标识。换言之，与对于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认识的拓展相契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须具“双重”导向，即同时致力于经济实现

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并且在量与质的平衡中，向质的一面倾斜。

既要扩大需求，又重结构调整。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积极财政政策

并非只有扩大需求一个维度。鉴于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又主要源自结构

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本着对症下药原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语境下，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通过实施逆周期调节扩大有效需求，另一方面，还要以更大的力度、更

积极的作为去推动结构调整。换言之，立足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积

极财政政策的操作须具“双重”维度——兼容扩大需求和结构调整，并且更加注重推动结构调整。

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操作手段无非两条：减税降费和扩大投资支出，且往

往都要以财政赤字为支撑，落实到财政赤字的增列上。不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成为

我国宏观调控的主线，增列财政赤字并非支撑积极财政政策操作的唯一财源。除此之外，通过财政支出

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削减一般性支出为减税降费和扩大投资支出腾挪空间，从而分流增列财政赤字的压

力，已经进入支撑积极财政政策操作的财源序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

好‘六稳’工作”的语境下，削减一般性支出的意义更加凸显。不仅增列赤字要以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

定为约束条件，而且要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通盘考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换言之，基于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并同“节用裕民”原则相贯通，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须立足于“双重”

财源——在“适度”增列财政赤字作为基本支撑的同时，注重削减政府自身支出，以政府过紧日子换取

老百姓的好日子。

确保民生改善和重点领域保障。作为一项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政策安排，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无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面对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幅持续下降，财政收支矛盾日渐突出，如何用好有限的财政资金，把钱花在刀

刃上，保证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越来越成为积极财政政策操作中的关键选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社

会政策要托底”“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的语境下，财政资金的拨付或

财政支出项目的安排，只能在把握好多重目标平衡的前提下，走“保基本，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以及“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路子。换言之，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须通过合理配置财政资金，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将民生改善和重点领域支出摆在优先保障系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于202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配置格局，我们只有按照变化了的理念、思想和

战略全面地加以理解和认识，才可能看得清、摸得准、不跑偏，才可能真正“对标”“对表”高质量发展要求，

以务实管用的财政举措应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日报》2020年1月5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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