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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工作

财政政策研究

2016年，财政政策研究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

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核心，开展财政和经济社会领域重大问

题研究，加强财税体制改革统筹协调，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积极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一）财政领域重大问题研究。重点研究事权划分、中期

预算、地方政府债务、财政职能等问题。在事权划分方面，

主要对中国和前苏联（俄罗斯）事权划分进行比较分析，对

我国涉农、教育、环保等重要领域的事权划分开展研究 ；同

时，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事权划分问题进行分析，梳理相关

经验启示。在中期预算方面，主要对澳大利亚、英国、法国、

瑞典、日本和美国等典型国家中期预算的经验做法及借鉴

启示进行梳理分析，形成相关研究报告。在地方政府债务方

面，主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运行情况的分析

评估，形成《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面临的困难、问题及

相关政策建议》。在财政职能方面，主要对美国、英国、日本、

德国财政部在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中的职能定位和政策机制

等进行研究，梳理相关经验启示。同时，对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的经济影响、“十三五”时期房地产市场变化对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影响等问题开展实证分析 ；梳理分析

美联储货币政策收入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及其启示、美国农

业保险制度发展路径及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整理分析美

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税收改革方案。

（二）经济领域重大问题研究。重点研究劳动力、土地和

资本等市场方面的相关体制机制问题。在劳动力市场方面，

主要就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制度对产业竞争力

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结合意大利、印度、越南、哈萨克斯

坦等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情况，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运用刘

易斯发展经济学原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在

土地制度方面，主要以京津冀地区为样本，结合当前农村居

民点空间分布特点，研究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问题，提出

相关政策建议。同时，拓展研究视野，对四大国际粮商运行

机制及成功做法进行梳理，结合国际粮食市场发展形势，提

出打造我国国际化大粮商的相关政策建议。在资本市场方

面，主要梳理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去杠杆做法、德国

以国债为工具谋求金融优势战略、意大利银行业危机及相

关改革情况和启示。在对政府、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家

庭等方面债务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我国部分产

能过剩行业的杠杆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利用国际指标体系

对我国简政放权改革进行分析评估 ；对我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位置和未来潜力、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竞争与合作关系

及贸易成本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分

析国际机构中国人才状况 ；梳理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

国家结构性改革情况及 2015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中国

商业环境调查情况等。

（三）社会领域重大问题研究。重点研究养老、医疗等问

题。在养老方面，围绕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专题，赴福建、

陕西开展系列调研，了解省级统筹实施情况。在系列研究基

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

深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立足国

情，借鉴国际经验，对未来我国养老服务产业进行预测分

析，提出支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从完善体制、

精算平衡、确保社保基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梳理分析

欧盟社会保障协调机制、德国严格现收现付制社保体系及

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美国社保基金可持续性问题，以

及美国社保号码制度、日本社会保障与纳税编号制度等。在

医疗方面，总结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结合国情，研

究完善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改革、医疗费用支出及筹资机制改革、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药品流通体系改革等问题的政策

思路 ；梳理分析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老年人

医保缴费制度，以及英、美、德、法、日、瑞、韩、俄和我国

港台地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及借鉴启示。

同时，对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科研人员收入分配等问题开展研究。

二、加强改革统筹协调，推动完成年度改革任务

（一）组织部署改革工作。研究制定《财政部贯彻落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6年工作要点>相关任务部

内分工方案》，并于 2月份组织召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

部署专题会。会同有关牵头司局研究提出财政部第一牵头

改革任务分月工作计划，经报中央改革办同意后印发执行。

研究制定《财政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有关重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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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举措实施规划（2016—2020年）》。

（二）督促落实年度改革任务。加强统筹协调和日常督

办，强化动态监控，实行改革进展情况通报制度和日报制

度，推动牵头司局按要求完成改革任务。同时，结合改革进

展，针对存在的问题，组织召开部改革工作督办专题会，检

查评估改革任务落实情况，督促加快改革进度。

（三）推动落实已出台的改革举措。研究制定《关于进

一步完善改革工作机制 加快推进改革举措落实的意见》，明

确相关工作要求。3月，研究制定《2016年财政部开展已出

台改革举措落实情况督察活动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督察活

动并上报督察报告。组织开展改革专题调研。组织部内相关

司局对财税体制改革情况开展评估并上报评估报告。11月，

组织召开部分省份财政部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

了解改革举措在地方的落实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加快推进

改革举措落实落地。

三、完善研究工作机制，提高政策研究水平

（一）加强与国内有关单位的研究合作。一是深化与中

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著

名科研机构的研究合作，拓展研究领域。二是加强与新华

社、国家信息中心等国家高端智库的合作，利用其独特优

势，开展针对性研究。三是研究制定《部省共建长期合作研

究工作管理办法》，打造长期合作研究平台，推动部内相关

司局利用共建高校资源开展研究。四是探索与部内司局共

同研究机制，推动研究成果运用。

（二）探索与国外政府机构的研究合作。一是深化与美

国财政部的研究合作。在 2015年达成初步共识的基础上，

将政策研究合作机制纳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

建立领域广泛、联络顺畅的政策沟通机制。与美国财政部高

级官员及其驻华使馆有关人员开展专题研讨，议题涉及金

融监管体制、国债发行与管理、国际经济治理等。在中美经

济联委会副手会议期间，与美国财政部地方债务与金融办

公室就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危机应对等问题进行交流。与

美国农业部高级官员就农业支持政策、食品安全管理等议

题进行研究交流。二是探索与德国财政部的研究合作。与德

国财政部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总司司长举行会谈，就建立

双边经济政策研究合作机制达成共识 ；邀请德国财政部负

责社保事务的高级官员到访，就德国社保体制问题作专题

讲座。同时，与意大利财政部就开展研究合作形成共识，建

立直线联系人制度。

（三）加强与国际组织的研究合作。一是加强与世界银

行的研究合作。5月，财政部与世界银行签署“现代财政制

度与国家治理”技援项目贷款协定，推动开展子项目立项等

工作。联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与世界银行宏观经济

和财政管理项目组开展相关研究。二是加强与亚行的研究

合作。利用亚行在数据收集、相关国家设有代表处等方面

的优势，为开展全球价值链、金融监管、哈萨克劳动力市场

改革等研究提供支持。三是加强与OECD的研究合作。注

重与其专家团队的研究交流，学习先进研究方法，拓展研

究视野 ；同时，利用其对成员国数据信息、财政金融体制、

改革动态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优势，为研究国外重大问题提

供支持。

（财政部政策研究室供稿）

财政综合工作

2016年，在部党组正确领导下，综合司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紧紧围绕财政中心

工作，加强政策研究和统筹谋划，创新推进各项改革和管理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主动研判财政经济形势，加强宏观调控政策
研究

（一）把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上

来。认真学习党中央对我国发展阶段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

总体判断和科学论述，深刻认识和适应发展新常态，围绕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经济工作总

体思路，抓好对财政经济形势的研判预判，把握好宏观调控

政策研究的立足点和大方向。

（二）加强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密切跟踪和分析预测。健

全完善财政经济分析数据库，加强与数据服务商的信息合

作，全方位、多渠道收集和了解国内外经济和行业发展动

态，通过对主要经济指标的定量分析、对比分析和动态分

析，跟踪掌握宏观经济走势。

（三）研究撰写财政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每月撰写财政

经济形势分析预测报告，并做好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

三部门宏观调控会商工作。每季度召开一次财政经济形势

座谈会或专家咨询会，了解地方经济运行情况，听取专家对

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做好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财办、

中央政研室、全国人大财经委汇报财政经济形势和政策建

议有关工作。同时高度关注财政收支情况变化，认真剖析月

度、季度财政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相应提出对策

建议。立足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目标，多次牵头研究提出相

关政策预案，撰写多篇专题报告和政策预案材料报国务院，

先后提出通过减税降费、棚改货币化安置、阶段性降低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完善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的土

地支持政策等措施支持“三去一降一补”，进一步扩大文化、

体育、旅游等热点消费，以及支持地下综合管廊、先进制造

业、生态环保等领域有效投资的财政政策措施建议。

（四）针对突出问题提出有效对策。新常态下，经济发

展面临很多结构性矛盾，经济运行中的各类风险也不断凸

显，财政金融债务风险快速积聚问题比较突出。针对这种情

况，牵头组织对金融债务风险和地方财政运行风险问题进

行了调研，并形成了调研报告，供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参考。

2016年 9月，针对部分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过热、房地

产泡沫不断增大的现象，开展调研分析，参加国务院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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