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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召开的全国两会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社会公众希望通过两会找

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努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着力点。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六保”和“六稳”应是2020年经济社会工作的中心，其中，“六保”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底线，无论如何都必须守住。以“六保”促“六稳”，稳中求进，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防范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应该努力做到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都会对财政工作提出要求。2020年虽

未设定具体经济增长率目标，但“六保”和“六稳”目标的实现，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做不到的。“六保”

和“六稳”的第一项内容都是就业。经济只有稳定增长，才能吸纳更多的就业。受疫情影响，我国必须在

不放弃国际市场的同时，挖掘超大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从财政视角来看，无论是实现就业目标还

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都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是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政策。

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政策直接表现为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扩张，即减收和增支政策并用，赤字率

进一步提高。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以及疫情的冲击，2020年的财政收入形势是近年以来最为困难的，

但减税降费力度和财政支出强度还要保持稳定并尽可能加大，这就给财政收支平衡提出了挑战。财政政

策的实施建立在财政收支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上。财政支出必须有对应的资金来源。用好结转结存资金，

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发地方政府专项债，都是拓展资金来源的有效做法。财政赤字

率提高到3.6%以上，比上年的2.8%多出至少0.8个百分点，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资金安排上坚决

压缩一般性支出，中央本级支出负增长，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财政支出安排体现零基预算

的思路，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有保有压，可压尽压，这不仅贯彻落

实了党中央“过紧日子”的要求，更体现了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努力。

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政策还表现为全国财政“一盘棋”，中央和地方协同配合，形成强大合力，

共同应对国际经济以及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建立了特殊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机制，财政赤字率

提高增加的1万亿元资金与抗疫特别国债的1万亿元资金，一起通过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给地方使用并

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难。地方政府专项债增加至3.75万亿元，且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

用作资本金的比例，可进一步缓解地方经济建设的资金缺口。中央压减本级支出腾出的财力，全力支持

地方，中央财政在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方面给予地方进一步的资金支持，这些都有助于切实兜牢基层

“三保”底线，支持地方落实“六保”任务，共同应对下半年不确定因素。

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对冲经济周期、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中应更加积极地扮演其应

有的角色。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预留了空间，未来不确定性如加剧，仍可应对自如。2020年财税

改革应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在预算绩效管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税制改革等方面，要有更多

举措，从而推动市场活力的释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人的重要使命。落实财政政策，

加快财税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即使再大的困难，都值得财政人风雨兼程，努力克服。风雨之后一定

是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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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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