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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财政担当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关礼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

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财政工作必须牢牢把握

新发展阶段这个关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为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广西篇章贡献财政力量。

更加注重加强政治引领，提升服务大局水平

新时代的财政工作必须把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作为首要原则，充分贯彻“财要服务于政”

的理念，把讲政治贯穿于谋划推进财政改革发展的始

终，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

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财

政工作最大的政治，聚焦财政主责主业，对标对表中

央和自治区重大战略部署，找准工作的切入点、着力

点，在研究政策、安排资金、完善制度、推进工作、深

化改革中，“以政领财、财为政行”，坚持自觉站在政治

上审视和谋划财政工作，从全局上想问题、筹资金、出

政策，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更好地履行财政使命

担当，确保中央和自治区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更加注重推进持续发展，提高财政统筹保障能力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不断夯

实财源建设，提升财政收入质量，优化支出结构，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收支平稳健康运行，实现财政

可持续发展。健全财源培育激励政策体系，加大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充分挖掘收入增长潜力，不断壮大财

政综合实力。加强财政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增

强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把政府各类收入按规定

全面纳入预算，实现政策集成和资金协同，并从更长

周期、更广范围谋划政策和预算安排，强化中期财政

规划管理，完善跨周期预算平衡机制，提高财政资源跨

周期配置效率。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把过紧日子作为

长期方针政策，建立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

制，健全约束有力、纠偏及时的预算执行机制，压实预

算单位厉行节约主体责任，形成过紧日子的长效机制。

更加注重提升发展质量，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充分发挥财政的

逆周期调节作用和结构性调控优势，着力解决制约高

质量发展的突出困难和瓶颈，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正确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注重双向发力，把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坚持公共财政属性，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政

策的杠杆撬动作用，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引导社

会资本积极投入民生项目。持续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

成效，把更多的资源让渡给市场主体，有效发挥减税

降费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的政策效应，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增强内生动力。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

建立财政资金管理的“负面清单”，坚决退出一般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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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领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主动融入

新发展格局，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治理

中的作用，研究支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体系的财税举措，支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支持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成财政推

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体制机制。

更加注重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实际问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力

支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老百姓更多更好地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尽力而为，聚焦难点堵点痛点，

紧扣短板弱项，进一步履行好收入分配调节职能，统筹

财力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着力健全社会保

障制度体系，积极推进“健康广西”行动，加大基本住

房保障力度，努力增进民生福祉。同时，要坚持量力而

行，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

配，避免盲目出台过高承诺、过度福利化民生支出政

策，切实增强民生政策的可持续性。注重引导激励，创

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增加非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创新，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紧盯加快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目标，统筹兼顾、

持续发力，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财政动力。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着

力在挖掘潜力、规范管理、提高效率、释放活力上下更

大功夫，更好地贯彻重大战略和体现政策导向。进一

步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着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自治区以下财政关系，推动形成稳定的各

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充分调

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

制结构，同时提高税收征管效能，健全地方税体系、直

接税体系，充分发挥税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

市场统一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加

强财政与金融的统筹联动，依法依规运用政府性投资

基金、融资担保、PPP 等政策工具，增强政策举措的灵

活性、协调性、配套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作用。

更加注重实施全程监督，不断提升依法理财水平

加大财政监督管理力度，充分发挥财政监督推动财

税改革、规范财政管理、防范财政风险、严肃财经纪律

等方面保障作用，构建高效的资金管理机制。围绕财税

政策执行、预算管理、国有资产、政府债务、政府采购

等方面加强财政监督，确保资金规范安全高效使用。强

化监督成果应用，建立完善检查结果与预算资金分配挂

钩机制，严格追究责任，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加强对失

信失范行为的惩戒力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围绕

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财政投资评审，建立评

审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加快建立现代

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大力推进法治财政建设，规范财政

权力运行，强化财政核心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财经纪

律挺在财政财务工作前面，让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更加注重树牢底线思维，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

思维，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防控政府债务风险，健全规范、透明、安全、高效的政

府举债融资机制，抓实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

严禁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防止为

解决短期问题留下后遗症。防范库款风险，切实压降

财政暂付款规模，确保库款规模回归合理区间，强化

对年度预算支出的资金保障力度。防范“三保”风险，

压实基层主体责任，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强化跟踪监

控预警，确保基层财政健康平稳运行。防范社保基金

风险，完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制度，加强运行动态监

控，健全可持续保障机制。同时，要密切关注其他重大

风险，及时提出意见建议，防止向财政转移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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