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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有为？集中反映在2020

年的政府预算报告上。预算不仅仅是

资金分配，还是一系列体制、机制、政

策、管理的调整和变革。2020年政府

预算在百年变局下全面统筹、强本节

用、艰苦奋斗，护市场、保民生、克难

关、求实效，自强不息的预算，促进生

生不息的经济社会发展。

变化的局势

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实力此消彼

长，带来了新的摩擦、冲突，逆全球化

趋势抬头。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

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

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今年世界经济

可能衰退3%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与

社会处于变化之中，各国需要在更加

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

量发展。一方面，经济稳中向好、长期

向好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另一方面，

新旧动能不断转换、短期经济运行可

能出现阶段性波动和不稳定，疫情和

外部冲击则进一步加大国内经济下

自强有为 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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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压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今年

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6.8%，为几十年以来首次出现。

预算收支平衡进入新常态。一方

面，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支出刚

性增长，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凸显，

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另一方面，

财政理念在发生变化，我国正在向“大

国细账、依法理财，在变局中寻找新

机”的现代财政制度转型。具体表现

为：从政策目标看，既要稳增长，更

要注重调结构，推动逆周期调节与提

高潜在增长率的良性互动；从问题导

向看，既要解决突出问题，更要统筹

谋划长远问题，实现治标与治本的有

机结合；从政策内容看，既要体现量

上的力度，更要体现质上的增效，进

一步提升财政政策的实效。

务实的原则

（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生财

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

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是优良传统，是立国之

本，就是要把经济坚决搞上去，把不

必要的开支坚决降下来，激发市场活

力，保持政府有理有节有为，化解财

政风险，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二）以收定支、提质增效。牢固

树立以收定支的财政规则，就能在宏

观层面平衡收支，控制财政风险。实

事求是编制收入预算，就能挤掉水分，

使支出安排实事求是，提高收入质

量；就能避免非税收入膨胀，扭曲政

府行为，干预市场运行。支出有保有

压，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

办大事，可压尽压，严控成本；就能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打破基数概念和

支出固化格局；就能用好增量，激活

存量，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三）加强管理、严肃纪律。提高

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质量，就是提高政

府的计划和运行质量。严肃财经纪

律，健全内控机制，就能规范政府行

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四）上下联动、齐心协力。要发

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短期内要

化解地方财政困难，切实兜牢“三保”

底线，长期要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在全局性重大

事权上的作用，健全转移支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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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激发

地方政府活力，从各地实际出发，形

成百花齐放、特色鲜明的生动局面，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有效的措施

2020年预算要“激活力、优结构、

重民生、解近急、谋长远、提绩效”，

具体从以下方面落实。

（一）处理好六大关系。一是政府

支出和市场支出的关系，政府积极有

为的同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

是当年支出和债务支出的关系，立足

长远谋划当下，“留得青山、赢得未

来”，同时建立偿债机制、避开债务陷

阱。三是基本支出和非基本支出的关

系，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非急需

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四是建设

支出和运行支出的关系，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压减运行支出。五是中

央支出和地方支出的关系，要强化全

国“一盘棋”思想，发挥中央和地方两

个积极性。六是有效支出和低效支出

的关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加大资

源优化配置力度。

（二）把钱用足用活。实施零基预

算，保持预算的整体性和活力，打破

固化的利益格局，激活基数，用好增

量，面向现实需要、未来发展统筹平

衡、优化配置。盘活存量资金，短期内

无法实施的项目该停的停、该转的转，

坚决杜绝“一手争盘子、一手捂钱袋”

的现象，让长期沉淀在账上的钱焕发

活力。加强预算管理与国库收付管理

的联动，用足预算资金，项目早论证、

早确定，资金早到位、早见效。

（三）把底线守住。物有本末，事

有先后，确保基本，才能安民心、稳

大局。财政资金要贯彻底线思维，兜

牢“三保”底线，在全国一盘棋、中央

财政大幅增加对地方财力支持的前提

下，明确省级政府的主体责任，明确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

序，明确国家标准在“三保”支出中的

优先顺序，做好预算安排和库款调度，

做到应保尽保。

（四）遵循黄金法则。一心一意稳

经济、谋发展，就要在该用钱的地方

用足用好，专项债务只能用于有一定

收益的重大项目，弥补阶段性的有效

需求不足，同时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要坚决贯彻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原

则，不得寅吃卯粮，专项债不能用于

经常性支出，严禁将债券资金变相用

于发放工资、单位运行经费、发放养

老金等，同时，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

券到期偿还责任。

（五）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收支矛

盾突出，更要少花钱、多办事，预算绩

效管理大有可为。一则预算过程中绩

效理念要贯彻始终，紧紧围绕绩效目

标管理做好政策和项目评审，提高资

金配置效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绩

效目标的落实要与支出执行管理相结

合，扎实推动，及时纠偏；强化绩效

评价结果运用，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

调整、改进管理、完善政策挂钩机制，

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低效

多压减，有效多安排，使预算部门有

感觉、有变化、有提升。二则在政府

绩效管理体系下谋划预算绩效管理，

健全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预算绩效

管理机制，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与人事

绩效管理、资产绩效管理、政府综合

绩效改革的联动机制，充分激发人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预算绩效管理

在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中的枢机     

作用。

《易传》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

而国家可保也。”中华民族是有忧患意

识的民族，适逢百年变局，预算工作

更要充分发挥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坚持底线思维，危机中育新机，变化

中谋自强，让人民群众拥有真真切切

的获得感，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  韩璐

预算报告名词解释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

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

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此项改

革主要是对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进行科学合理划分，形成中央

领导、合理授权、依法规范、运转高

效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

落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提高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促进各级政府

更好地履职尽责。

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按照《权

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

方案》要求，2016 年财政部印发《关

于开展 2016 年度政府财务报告编制

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原国土资源

部、原国家林业局等 2 个中央部门和

山西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浙江省、

广东省、海南省和重庆市等 7 个地方

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于 2017 年着手

编制上一年度政府财务报告。2018

年，试点范围扩大到 20 个中央部门

和 20 个地方，并选择 4 个地方试点

编制上下级合并的行政区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2019 年，试点范围进一步

扩大到 40 个中央部门和 36 个地方，

并选择 12 个地方试点编制上下级合

并的行政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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