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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

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

济社会各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令世界瞩目。财政是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十三五”时期，财政部门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坚决支持打好三大攻

坚战，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稳步提高基本民生

保障水平，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深化国际财经合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辉煌“十三五”  财政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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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

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加有效地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在

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着力支持打

好三大攻坚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促进了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不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

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为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财政部门坚持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

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5年来，结合

税制改革，重点围绕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

担，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政策。“营改增”全面推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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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  主动作为 “十三五”税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深化财政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十三五”财政国库管理水平实现新跨越

做好财力保障  全力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  推动科教文事业高质量发展

增投入  建机制  兜牢织密民生保障网

坚决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财政支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积极有效 

深化对外财经交流合作  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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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有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部综合司

化增值税改革，简并税率档次，降低增值税税率，实施留

抵退税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政策

不断扩围，支持研发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完善。提高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减轻

工薪阶层税负。降低关税总水平，支持扩大对外开放。加

大普遍性降费力度，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通过较大幅

度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通过以

上举措，2017—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分别1万亿元、1.3

万亿元和2.36万亿元，今年预计新增超过2.5万亿元。 

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五”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

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增

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处置“僵

尸企业”，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出清。落实企业改制重组、去

产能调结构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推进企业优胜劣汰。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增加基

础研究投入，加强对公共科技活动支持，调动科研人员积

极性，解决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提升产业链水平，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性关键领域聚焦。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综合运用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持。用好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

金，支持缓解小微企业、“三农”主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规模，支持扩大国内需求

受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大力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

“十三五”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总体有所放缓，在此背景

下，通过增加一定的财政赤字，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更

好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2016—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

规模从2.18万亿元增加到2.76万亿元，今年为应对疫情

冲击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到3.76万亿元。通过统筹财政

收入、赤字、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面，财政支出从

2013年的14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3.9万亿元，年均

袁博 摄 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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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9.6%，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速2.4个百分点。今

年预算安排财政支出24.8万亿元，继续保持较高的支出

强度。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财政部门牢固

树立底线思维，坚持有保有压，不断优化支出结构，精准

聚焦增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支撑能力，着力促

消费、稳投资，释放内需潜力。不断增加中央基建投资规

模，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集中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重

大基础设施等方面。顺应服务消费加快新趋势，支持扩大

教育、文化、体育、养老、医疗等服务供给，支持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支持扩大农村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

点。同时，为支持地方稳投资、补短板，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2015—2020年，新增债务限额从 1000亿元增加

到3.75万亿元，发挥了其对拉动投资的杠杆作用。

强化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

坚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既是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的必然要求。财政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针

对突出问题，精准攻坚，集中力量打好重点战役。坚持疏

堵并举，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截至2019年末，地

方政府债务余额21.3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

额/综合财力）为82.9%，低于国际通行的100%—120%

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坚持现行扶贫标准，完善资金和

政策体系，全力以赴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增加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规模，主要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自我发展

能力、提高收入水平等方面，在农业、教育、医疗等领域

也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

等七大标志性战役，中央财政不断增加用于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的投入，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聚焦京津冀等重点

区域的突出环境问题，实施北方城市清洁取暖试点，支持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污染土壤修复与治理等重点

工作，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部门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财政的公共性、公平性，使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十三五”以

来，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确保基本民生投

入只增不减，同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保基

本、兜底线，推动完善相关领域的支出政策和机制设计，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支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扎实

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着力解决群众

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突出问题，支持发展

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

大病保险保障水平，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提高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适当提高城乡低保、专项救助等标

准。2016—2019年，与民生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

城乡社区、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住房保障、节能环保、文

化体育与传媒等重点支出合计从9.6万亿元增加到12.4万

亿元，占总支出比重从51.1%提高到52.1%。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财政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不断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继续实

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

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张小莉“和谐号”动车组行驶在沪苏通铁路线上。许丛军 摄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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