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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六稳”之后首次提出“六保”，对于充分估计

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稳住经济基本盘，兜牢民生底线，把握发展主动权，尽快恢复中国经济活力，决

胜脱贫攻坚、决战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这就要求我们在坚定信心的同时，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

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受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叠加影响，加之经济结构不合理、新旧动能转换慢等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

现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困难，即“三保”问题。在财政运行上表现为“减收增支”明显，一些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面对财政收支矛盾，一方面要抓紧恢复经济社会正常秩序；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过紧日子势在必行。要强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用政府过紧日子换取市场主

体和老百姓过好日子。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既要完成“三保”任务，又要助力“六保”。“六保”是经济领域的

底线思维、底线管理，是未来较长时间做足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的施策方向。

作为“六保”中的“首保”，保居民就业就是保民生、就是稳经济。要把保居民就业放到第一优先位置。

可以说，这也是考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指标。

保基本民生。居民有工作才有收入，也才有消费，经济复苏才有“底盘”。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

群体加大保障力度十分紧要。要完善社会保障，做好低保工作。及时发放临时价格补贴，给困难群众提

供公益性岗位或以工代赈，兜牢民生底线。

保市场主体，意味着要保持帮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政策的精准有效性。加快落实减税降费、降低

融资成本、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降低房租等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要千方百计为企业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纾困解忧，通过保市场主体稳就业。与此同时，加大对重点行业的帮扶，如出口导向的制造业。

保粮食能源安全，就是保物价。虽然总体上看粮食不存在安全问题，但大豆等饲料材料的进口需求

依然较大，猪肉价格还没完全稳定。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粮食出口因物流受限，对粮食期货价格可能形成

干扰。而国际石油价格冲突未到结束时，也可能酿成新的地缘政治事件。因此，对于粮食和能源失控必

须要有底线预期，以免影响宏观调控效果。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不仅强调对外部环境变化未雨绸缪，也预示着对内部产业链供应链协调的

新部署。经此一疫，一些主要经济体从医疗物资的短缺开始“反思”所谓产业短板，已有重新打造自主产

业链的行动。对此，我们既需要努力维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也要加大国内创新的力度，提高国内

产品的替代率。着手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加快数字化升级。特别是外贸导向型的产业链，要融入新

一代信息技术，包括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

保基层运转，就是保证基层社会稳定。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普遍出现下滑，刚性支出压力加大。

要通过加大转移支付、适当增加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加大地方专项债规模等，解决“钱从哪里来、

花到哪里去”的问题。

今后一段时间，财政减收增支压力将持续存在，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为此，要严格控制政

府开支，把资金充分用于兜牢底线和复苏经济上。要把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工作部署落实落细，因地制

宜、因疫施策，助力做好“六保”工作。

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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