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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在应急救灾处置中的作用发挥
河南省郑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新民

近年来，自然灾害突发频发，严

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制

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财

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在应急救灾处置中，担负着资金保障、

政策支持、资金监管等重要职责，其

作用贯穿于应急预防、应急反应及灾

后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处置方式直接

关系到应急救灾效果。

财政在应急救灾中的作用发挥

今年郑州 7·20 特大暴雨灾害期

间，郑州市财政局及时出台受灾群众

临时生活困难补助、转移安置生活救

助、因灾遇难人员家庭补助政策，支

持公交车、共享单车免费等政策实施，

牵头制定了郑州市支持企业加快灾后

重建复工复产二十条措施，有效起到

稳人心、暖民心的作用。同时，针对非

定向捐赠资金，及时印发做好全市防

汛救灾资金管理、明确已拨付资金使

用范围等相关文件，指导区县（市）财

政部门严格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慈

善法、红十字会法等规范使用捐赠资

金。在灾害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全面

测算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提前着手谋

划支持恢复重建和促进经济发展相关

政策。及时把救灾工作重点向灾后重

建倾斜，成立了农林水灾后重建恢复

生产、主城区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及修

复等 6 个工作专班，提前着手研究各

领域灾后恢复重建支持政策，有力促

进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

一是综合运用财税政策。灾后，

企业受人工、原材料、交通等因素影

响停工停产，群众因财产受损、失业

等消费不旺，必然造成经济回落、财

政减收，要及时研究出台相关财税优

惠政策，通过减免缓缴部分税收和行

政事业性收费等，增强个人、企业及

行业应对灾害的能力 ；通过补贴、贴

息、税收优惠、退税等措施支持灾后

重建，促进经济尽快回稳向好。郑州

7·20 特大暴雨灾害后，市财政局迅

速出台涉水报废车辆购置新车补贴政

策，对未参加农业保险的农作物、大

棚和温室、家禽等进行全方位补贴，

牵头制定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复工

复产二十条措施，涵盖维修生产设备、

信用贷款投放、房租减免、缓缴社会

保险费等多个方面，有力促进了经济

恢复发展。

二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灾情影

响下，部分预算安排项目难以实施或

延缓实施，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又急

需资金，在可用财力不够宽裕的情况

下，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是必然之举。

通过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需非刚性

支出，统筹调整可暂缓或取消项目支

出，严控预算追加和新增资产配置等

方式，腾挪出部分资金用于灾后重建，

是财政支持灾后重建的重要手段。市

财政局从“压运转、调结构、控制性、

筹资金、保重点”着手，市级调整统筹

资金近 16 亿元用于灾后重建。

三是加强救灾资金监督检查。对

已明确具体数额及用途的各种救灾款

项，确保规范使用 ；对恢复重建资金，

确保专款专用，督导各级各部门把救

灾资金用在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及

生产恢复重建需要的关键处。加强应

急救灾资金绩效评估，结合其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

及时调整完善保障机制，提升应急救

灾水平。

当前财政应急救灾存在的困难及

问题

一是应急救灾机制不够健全。应

急救灾大多为急难险重的突发事件，

任务量大、涉及面广，大部分需要进

行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作

战，应急救灾体系的完备程度直接影

响救灾成效。此次暴雨灾害，反映出

当前应急救灾体系建设不够健全，各

部门职责分工不够明确，预防和治理

部门协作程度不深，灾害信息统计报

送不够规范，信息掌握不准确、资源

共享不全面、数据统计不精准，影响

财政资金高效精准分配。灾后重建部

分政策不够明晰，比如项目维修或重

建的界定标准、地质灾害区群众迁建

政策、项目完工后竣工验收程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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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不够明确，影响灾后重建进程。

二是救助政策标准不够明确。灾

害类型及因灾受损情况复杂多样，但

是灾害的鉴定标准尚不完备，一些因

灾受损情况是否在救助范围内难以界

定，救助标准与灾害多样性没有完全

匹配，如灾民救助、遇难人员抚恤金、

农村房屋倒塌重建等有明确的救助标

准，全市道路维修、受灾种养殖业补

助、城镇房屋维修等缺乏具体标准，

涉及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市政基础设施

等缺乏明确的分担比例，造成各级各

部门在使用救灾资金时缺乏相应依

据。灾害救助政策标准的不明确，也

使得部门工作人员、群众对救灾资金

使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容易将重点救

助变成普惠补偿。

三是应急救灾资金来源不够多

元。应对突发事件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财政资金、社会捐助资金和各类保险

赔付资金。而且，应急救援和恢复重

建成本巨大。同时，由于社会公众防

灾意识不强，保险行业缺乏完善的灾

害保险政策险种，商业保险、基金等

社会手段运用不够广泛，市场的作用

尚未有效应用和发挥，因此目前应急

救灾资金更多是财政直接出资。

四是救灾资金使用效益不及预

期。上级拨付的灾后重建资金多是专

项资金，政策性、专门性、时效性强，

其使用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受灾情况

复杂多样，符合要求的项目规划慢，

能够立马动工的项目又不符合要求，

造成灾后重建缺资金与上级专项资金

难支出的矛盾现象。同时，灾后重建

项目缺乏整体规范长远的宏观规划，

项目零碎、不成规模，造成资金需求

碎片化，不利于专项资金使用。

做好财政应急救灾处置的建议

（一）加快健全完善统一指挥、专

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

管理体制。要理顺应急管理职责，全

面统筹监测预警、安全生产、防汛抢

险、地质灾害、公共卫生等突发灾害

管理，建立政府领导下的应急指挥系

统，明确责任、健全工作机构、落实专

兼职工作人员，平战结合、聚散有序，

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

达、执行有力”。要加强预警机制，建

立健全应急预案，对灾害事件科学识

别、准确分级、及时预警，细化各级预

警响应方案，注重方案的科学性、完

备性、可操作性，并建立预案定期评

估修订机制，做到与时俱进、能用管

用。要重视灾前预防，宣传普及预防、

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知识，提高民

众的应急自救、互救意识 ；加强应急

处置专业队伍尤其是专家队伍建设 ；

转变重救治轻预防的观念，加大灾前

预防投入，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

成灾之前，降低应急救灾整体成本。

（二）建立健全财政应急管理机

制。要建立应急救灾管理的常设机

构，组建聚散灵活的专班队伍，为应

急救灾提供长效组织保证。要建立事

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

辅的支持保障机制，合理确定应急救

灾三个阶段的投入比例关系，提升财

政保障资金的配置效能，发挥财政“防

火墙”作用。要研究制定财政应对突

发灾害事件可预见的“次生灾害”（行

业萎缩、失业率上升、财政减收等）的

政策措施，有效控制灾害对经济发展

的不利影响。要完善救灾专项资金管

理，与救灾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能用

好用管用。要加强应急救灾资金的绩

效评价，做到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结合、事前事中事

后评价相结合、自评和第三方评价相

结合，争取社会效益最大化。要按照

节约高效、兼顾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

的原则从严从细编制应急管理预算，

规范资金拨付流程，尽可能统一归口

管理。要加强对应急资金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的监督，做好救灾资金清

理回收和审计检查，保证财政资金使

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

设。应急物资储备是应急管理的一项

重要内容，很大程度决定着救灾的成

效。财政部门要站位全局，积极参与

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就郑州市而

言，在建立市——县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物资储备体系、政

府与企业等社会资源合作储备、市场

化方式解决物资储备轮换，建立应急

物资保障企业名录、年限届满前物资

处置、救援运输工具设备装备租赁征

用补偿、应急储备仓库建设等方面深

入研究谋划，做好资金测算，按照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建立完善各级政

府资金分级保障机制，确保应急物资

储备规模适度、种类齐全、功能完备、

轮换科学、处置合理，增强应急物资

储备政策制度的可持续性。发挥财政

政策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储备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市

场主体参与物资储备，构建政府与社

会相互协调、密切配合、资源共享的

大储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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