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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旨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切实保障疫情防控需要，

保障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进而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圆

满收官。为此，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

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疫期及疫后财税支

持政策，这些政策既事关疫情防控与

国家治理，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

生保障。如何落实好这些财税支持政

策，是地方各级财政部门面临的一道

新课题。  

落实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面临的

实际情况

（一）从财税支持政策的落实主体

角度来看，还存在了解不深的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情况紧急，特别

是湖北省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封城

封路，绝大多数人或是居家隔离、长

期封闭，或是全身心下沉一线，奋力

抗疫，一直处在战时应急状态，时间

长达两个月。因而一些基层财政部门

对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出台了多

少，关系到哪些方面，还了解得不够

系统全面，除财政部门之外，对于负

有政策落实责任的其他主管部门单位

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从财税支持政策的受益主体

落实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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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仍然存在不知怎么办的现象。

对于疫期疫后的财税支持政策，其受

益主体——企业、单位、个人，由于

对政策熟悉不够、研究不透，还存在

不知道政策落实主体是谁，主管部门、

申报流程怎样等问题，习惯性认为只

要财政部门拿钱的，就直截了当找财

政部门。实际上按政策规定，疫情防

控期间的农产品补贴问题、医护人员

工资待遇问题，应当分别咨询申报农

业农村部门、卫生健康部门 ；疫后企

业复工复产问题，应当报告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找不准点，因一项政策咨

询过多部门，最终政策即使兑现，还

是让受益群体费尽周折，诉求不满。

（三）从保障政策落实的资金需

求来看，仍然有待理清头绪。鉴于疫

期疫情防控和疫后复工复产等财税支

持政策叠加密集出台，涉及面广，政

策性强，执行主体多元，支持方式多

样。而落实这些财税支持政策，到底

需要多少财政资金保障，一时难以预

计。特别是疫情重点地区、落后地区、

欠发达地区，本身财力不足，支出压

力超乎想象。实际上，疫期及疫后财

税支持政策，有的需要财政拿钱，有

的不需要财政拿钱，有的关系到部门

单位，有的关系到个人，有的是中央

与地方财政共同分担，有的是政府与

个人共同承担，迫切需要各级财政部

门联合有关部门群策群力，理清头绪，

算好账，摸好底，做到心中有数，有的

放矢。

（四）从政策落实情况来看，仍然

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在现实工作

中，财税支持政策还存在着政策落实

不到位的情况。对于财税政策落实，

如果哪个部门没有履职担责，哪个环

节没有把好关口，势必造成主次不分、

界限不清，乃至效果打折，问题丛生。

再好的财税支持政策如果背离了支持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初衷，也

是一纸空文，落实到位、取得实效就

更是无从谈起。

落实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的建议

与思考

（一）提高站位讲大局，切实增强

政策落实的自觉性。地方财政部门要

以全局的高度和长远的视角，切实提

高站位，以服从、服务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为中心，准确把握

好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积极作为，

主动担当，列出责任清单、任务清单，

制定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时间

表”“路线图”“施工单”，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

省和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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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财税支持政策落地落实，达到预期

目的。

（二）统筹推进聚合力，切实打好

政策落实的“组合拳”。要针对疫期疫

情防控和疫后复工复产、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中普遍性、突出性问题，充分

利用信息化、常态化、精准化的手段，

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齐心协力，找

准关联度、切入点和突破口，采取统

筹协调、行之有效的措施，坚持清单

作战、序时推进、“挂图施工”，充分发

挥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与有关政策

的聚集效应，彻底打破信息孤岛、资

金制约和服务藩篱，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画好同心圆，打好疫期疫后财

税支持政策的“组合拳”，做到资源共

享、信息互通、工作互联、精准落地，

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能，服务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优化服务加力度，切实提高

政策落实的满意度。财政、税务、人

社、发改、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经信、

金融等部门，要对疫期疫后财税支持

政策分门别类加以清理整理，弄清哪

些是战时应急的，哪些是管长远打基

础的，认真领会其受益主体、受益范

围、受益方式等内容，吃透政策，掌

握实质，主动对接，积极服务。要加

强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统筹，找准

政策落实中的“痛点”“堵点”“难点”，

扫清政策落实的“盲区”，认真研究财

税支持政策与金融政策、就业政策、

产业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协同推进的

落实措施，将工作抓早抓小、落细落

实，并随着政策更新常态化及时跟进，

着力补齐公共卫生短板，保障基本民

生，助力“六稳”工作，有力保障疫情

防控、加快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需要。要全方位、多渠道、广

覆盖分期分批开展疫期疫后财税支持

政策的宣传解读，即时公开发布并常

态化更新政策信息，把政策讲明，把

内容讲透，扩大社会影响力。要以发

放宣传手册、开展培训、强化辅导、调

查研究、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创新“非

接触式”多种手段，搭建智能平台，实

行面对面、点对点网上服务，公开投

诉举报电话，畅通服务热线，实现服

务直达，及时为企业、民众解疑答惑，

增强政策落实的针对性、操作性，让

市场主体、民众家喻户晓、应享尽享，

以实实在在的服务，着力提高政策落

实的知晓度、满意度。

（四）强化保障筹资金，切实增

强政策落实的责任感。要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资金保障工

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脱贫

攻坚战。对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算

好账，摸好底，超前谋划好资金需求，

做到心中有数。当前的重点是要认真

梳理和积极报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冲击，争取中央、省级对疫情

防控重点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

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同时，要依

法组织财政收入，做到应收尽收。牢

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精打细算，

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金，

统筹财力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

生，着力保障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复

工复产、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竭尽全

力为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的落实提

供财力保障。

（五）加强监管不放松，切实提升

政策落实的实效性。要切实加强疫期

疫后财税支持政策落实全程监管和跟

踪问效、结果反馈，全面加强绩效管

理，强化落实主体的主体责任，该财

政拿钱的一分不少，不该财政拿钱的

分文不予，坚持把财税支持政策解释

清楚，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定期反馈政策落实效果，坚决遏制虚

报冒领、贪污侵占、损失浪费和打折

扣、做选择、搞变通等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的行为，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确

保疫期疫后财税支持政策执行到位，

促使政策规范、高效、精准落到实处，

保证政策发挥最大的作用、最好的效

果，真正对冲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

不利影响。

（作者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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