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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四是加大对制

造业和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75% 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先进制造业企业按

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五是继续清理规范

收费基金。取消港口建设费，降低航空公司的民航发展

基金征收标准。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严控

非税收入不合理增长，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同时，我们也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落细减

税降费政策。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推进减税降费信息

共享，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研究解决

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强化政策宣传解读，提高政策

知晓度，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加强对地方指导和

督促力度，严肃组织收入工作纪律，坚决不收过头税

费、坚决防止搞集中清欠，把各项减税降费措施落实

到位。”上述负责人表示。

明确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路线图”
本刊记者｜李烝

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

围和方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支撑，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日前，国务院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部署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具

体措施，明确了这一重要领域改革“路线图”。

直面改革深层次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预算管理工作。党的

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预算法

规定，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积极改进预算管理

制度，大力推进中期财政规划、预算公开、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预算绩效管理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完

善预算管理制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对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深化预算管理制度

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一系

列重大改革举措的落地实施为建立现代预算制度提供

了基础条件。与此同时，受经济下行压力和减税降费

双重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处于紧平衡状

态，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加之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预

算管理中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如预算统筹

力度不足、预算约束不够有力、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有待

提高等等，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

示，《意见》直面预算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如“预算统

筹力度不足”意味着有某些亟待发展的方面政府可用

财力不足，同时又存在政府财力闲置问题 ；“预算约束

力不够”意味着政府财力可能被浪费，一些项目可能属

于未来需要源源不断投入计划之外的资金，这会损害

预算的公信力，与现代化国家建设背道而驰。这些问

题的存在，影响了财政资源统筹和可持续性。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表示，如何解决财政

收入承压、财政支出固化、财政统筹缺乏的弊端，提升

预算的财力统筹能力 ；如何解决预算管理中协同机制

不够，预算管理中各部门、各业务处室“各自为战”问

题 ；如何解决预算管理的信息基础不牢、支出标准不

健全，导致预算编制精准度不强的问题 ；如何加强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和预算管理各项制度的系统

集成、协同高效，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问题等，都是当前预算管理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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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深

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挖掘潜力、

释放活力。

明确六方面重点改革举措

《意见》立足于前期改革形成的基础，将已有的预

算改革成果制度化，提出了六个方面 24 条重点改革措

施，主要包括 ：一是加大预算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

政保障能力。规范政府收入预算管理，加强政府性资

源统筹管理，强化部门和单位收入统筹管理，盘活各

类存量资源。二是规范预算支出管理，推进财政支出

标准化。加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合理安排支出

预算规模，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政资金直

达机制，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三是严格预算编制

管理，增强财政预算完整性。改进政府预算编制，加强

跨年度预算平衡，加强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完善政

府财务报告体系。四是强化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增

强预算约束力。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推动预算绩

效管理提质增效，优化国库集中收付管理，拓展政府

采购政策功能。五是加强风险防控，增强财政可持续

性。健全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机制，防范化解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隐患。六

是增强财政透明度，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改进

预决算公开，发挥多种监督方式的协同效应，实现中

央和地方财政系统信息贯通，推进部门间预算信息互

联共享。

“《意见》的最大亮点是将已有的预算改革成果制

度化，”杨志勇说，“自 2014 年新预算法颁布实施后，预

算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为更好释放改

革效果，就必须对改革成果制度化，让改革措施可以

更长久地持续发挥作用。《意见》明确的六方面重点改

革措施，涉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编制、预算执

行和风险管理、风险防控，都是预算领域最重要最值

得关注的内容。”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立足于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加强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和预算管理各项制度的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力争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逐步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体系框架，更好

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该负责人表示，《意见》在加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

保障，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规范预算支出管理，加强预

算控制约束和风险防控，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等

多个方面有重大突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从《意见》可以

看出，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的核心在于将预算从

收入支出管理转向资产、负债管理，实现财政资源统

筹，通过支出标准体系的建设和风险防控措施的落实，

强化预算约束，切实实现支出效率的提高。

预算管理的顶层设计

“《意见》是对财政资金管理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

可谓既有重点，更有亮点、看点。”马海涛说，“《意见》

将有效提高政府收入资源的整合，进一步提高财政资

源配置的科学性，进一步加强预算法治约束，着力构

建预算管理的综合协同监督机制、提升预算监督合力，

有助于解决预算管理的信息基础不牢、政府间、部门

间协同不够的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进财政支出标准

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意见》提出要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对此，马

海涛表示，预算支出标准定额建设是通过对预算成本

与预期效益进行分析考核，为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提

供依据和方法。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有利于树立依

法理财意识，助推法治财政建设，有利于提升政府施

政综合绩效，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适应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新需要，《意见》围绕

现代财政国库管理“控制、运营、报告”三大功能，系

统性地提出了优化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的有关要求。马

海涛表示，这有利于全面优化整合政府采购、资金支

付、工资发放、政府债券管理、国库现金管理、收入

管理、账务管理、决算与财务报告等业务流程，逐步

构建“资金运行高效、控制体系完整、财务报告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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