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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

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随着境外疫情的扩散，目前

正在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与全球经济

发展产生进一步的冲击。针对疫情的

全面防控还在继续，相应的“复工”安

排也在同步进行，对于本次疫情的影

响，财政不仅仅需要考虑到对于现阶

段财政收入与支出规模的压力，还要

思考公共卫生治理支出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与制

度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短期财政压力

（一）财政收入明显减收。首先，

宏观经济增长受制于疫情影响，下滑

迹象明显。由于突发疫情尚需时间才

能得到有效控制，疫情救治与防控工

作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还需

要准确估计。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疫

情同时冲击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

了投资与消费，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

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虽然

目前国内疫情趋于好转，但是海外疫

情正在爆发，对于我国出口的不利影

响正在增长。在不考虑后期政策工具

应用的情况下，乐观估计2020年全

国GDP增速会因新冠肺炎疫情降低

0.5%—1%。其次，第三产业税源影响

相当明显。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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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月度快报》统计数据，第三产业

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已达到56.7%，

比第二产业高出13.5个百分点。此次

疫情对于住宿、餐饮、旅游、娱乐、客

运、房地产等传统服务行业乃至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都会造成较为严重的

负面影响。第三，税收优惠政策激励

的短期减收因素。截至2月15日，财

政部已经从六税（个人所得税、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两费（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以及社保缴费等方面密集出台了

相关政策，重点在支持防护救治、支

持物资供应、鼓励公益捐赠、支持复

工复产四个方面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

并定期调整，以明确各级政府投资管

理权限划分。

（四）条件成熟时将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权向市县延伸。完善地方财政管

理体制，在现有地方债管理制度基础

上，需要进一步明确市县政府在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职责，健全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制度，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终

生问责、责任倒查的要求落实到具体

管理制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中的有关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问责条款细化，增加问责的标准、程

序、申诉等内容，使之具有更强的操作

性和威慑力。同时，进一步完善市县财

政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财政透明度，加

强债券发行评级管理。通过各方面的

努力，逐步做到地方政府债券管理中责

权利相集合，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权向

市县延伸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具体实

施步骤方面，可先将地方政府债券发

债权下放到中心城市，以及全国财政

收入百强县市，再向其他县市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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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对财政治理能力提出

考验。疫情带来的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远期来讲，完善公共卫生财政应急管理机制，都使我国财政收支

压力加大。应加强分析、预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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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二）财政应急性支出大幅增加。

在中短期内，我国各级政府在保障疫

情防控工作、扶持企业复工等方面

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截至2月24日，

全国各级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1008.7亿元，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

有力保障。另外，除了直接补助和大

力推行减税降费之外，各级政府还通

过财政贴息等手段缓解住宿、餐饮、

旅游、娱乐、客运和房地产等受疫情

影响严重企业的资金压力，这些都无

疑增加了财政支出压力。

缓解短期财政收支压力的建议

（一）启动应急财政资金。目前我

国财政预算用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常规

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中的灾害防治

和应急管理支出、预备费和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鉴于目前疫情发展较为严

重，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因此，财

政可以考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

于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今年可考虑

适当提高预算预备费的支出金额。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税降

费仍然是未来较长一段期间内所要

推行的政策，因此因新冠肺炎疫情加

剧财政收支之间的矛盾还是要从支

出端进行化解。在这种情况下，在保

证政府基本职能和重点领域财政投

入的前提下，进一步压缩非刚性、非

重点的一般性公共支出、“三公”经费

支出等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率。

（三）适当扩大债务规模。在此情

况下，财政可以考虑通过扩大国债和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规模适度扩大赤

字。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等受灾严重的

省份，扩大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规模，

并在合适的情况下，提前下达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

推进公共卫生财政应急管理机制的

深层次思考

除了常规性医疗卫生财政投入

之外，还必须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习近平总书

记在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提

出，我国应当建立健全重大疫情防控

体制机制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公共财政应急机制是国家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因此

从长远看，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从财政治理角度，应该建

立健全公共卫生财政应急机制。

（一）重视预防环节财政支出。公

共财政应急机制应当是一个综合性的

财政管理体制，包括事前预防、事中

处置、事后善后三个部分。其中事前

预防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本次疫情即

是前期预警控制不力。因此，必须保

证事前预防支出在应急财政支出规模

和增长比例中的份额。

（二）建立政府间应急成本分担机

制。公共财政应急机制应当逐步打破

应对突发事件时的“风险大锅饭”现

象，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不同地

方政府之间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时的支出责任，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分别承担区域内和跨区域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和支出。

（三）加强应急财政资金的监督和

管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

大量应急财政资金的调拨与使用所需

的时间都较为紧迫，在地域和层级上

也存在较大的“跨度”，具有不同于常

规财政资金的特点，要求在审批等程

序上进行必要的简化，并建立和完善

相关的应急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机制。

（四）建立国家医疗物资战略储备

经费保障机制。本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

国家医疗战略储备物资存在一定程度

的应急缺口，未来应当建立并完善国家

医疗物资储备计划，将其纳入突发公

共事件应对预算当中，保证充足的财

政专项投入，稳定财政拨款的力度。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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