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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稳四进”
推动广东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戴运龙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稳定经济的责任，

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

着眼国内外发展形势作出的科学决策，也是当前财政

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广东是经济大省、财政大

省，在全国大局中地位重要，广东财政部门将切实提升

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担负起稳定全省宏观经

济大盘的责任担当，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

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要求，以财政工作的“四稳四

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持稳字当头，聚力保持财政工作的四个“稳”

财政收入运行保持“稳”。坚持系统筹划，确保收

入平稳运行。一是依法依规“做大增量”。提升协同治

税水平，推动做好纳税服务和税收征管，促进税收收入

增收，优化财政收入结构。二是持之以恒“盘活存量”。

大力推进盘活矿产、海域等自然资源和行政事业单位

闲置、低效房产物业等政府资产，不断加强财政资源

统筹。三是掌握主动“把握变量”。密切跟进经济运行、

疫情情况等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强化收入形势的分析

研判，有针对性推出相关措施，促进财政运行更稳健、

更可持续。

财政支出强度保持“稳”。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确

保财政支出既有力度、又有精度，并充分兼顾可持续

性。一方面，管好用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按照“资金

跟着项目走”的要求，提早谋划储备项目，加快推进项

目前期工作，创新机制推动债券规范管理和加快支出

使用，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发挥带动扩大有

效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注重集中财力办大事。全力

保障广东省“1+1+9”工作部署，突出支持打造新发展

格局战略支点，聚焦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重

点增强对科技攻关、产业发展、生态环保、基本民生、

区域发展、现代农业和“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的财力

保障。

财政风险防控保持“稳”。坚持把防范化解地方财

政运行风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实抓紧抓好。一是守

住债务风险底线。2021 年，中央选定广东作为全域无

隐性债务试点省份之一。在财政部指导下，2021 年底

全省存量隐性债务已如期实现“清零”。今年，将进一

步健全防范化解风险长效机制，扎实完成隐性债务清

零“扫尾”核查工作。二是守住“三保”保障底线。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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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保”执行监控和监督力度，在全省 86 个县全面设

立“三保”专户，建立财力可承受能力评估机制和民生

政策清单管理制度，抑制不合理增支冲动。三是守住

财政运行底线。依托数字财政系统，加强财政运行监

控和风险评估，提前发现苗头问题和风险隐患，采取

措施限制不合理支出，加强收入真实性管理，确保不

留下“硬缺口”。

财经秩序执行保持“稳”。坚持把严守财经纪律作

为工作底线，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强化监督问责。一是

强化主体责任。加强财政管理，规范预算收支行为，从

严落实财经纪律，坚决制止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财务

造假、违规建设楼堂馆所、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二

是强化末端落实。加强省级对市县财政的业务指导和

监督问责，全面掌握地方财政运行真实情况，找准“病

根”、精准“用药”，推动地方财政部门提升依法行政、

依法理财能力。三是强化上下联动。树牢“全省一盘

棋”的意识，推动国家和广东省重大财税政策不折不扣

执行到位，确保政令畅通、落地见效。

奋力稳中求进，努力实现财政工作的四个“进”

落实新的减税降费体现“进”。坚决按中央要求抓

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落实，坚持阶段性措施和

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与退税并举，精准支持制造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同时实施助企纾困的一

揽子财政政策。一是降成本。实施惠企补贴，统筹实施

税收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社会保险补贴等措

施，精准帮助企业减负。二是扩需求。支持各市定向发

放消费券、服务券等惠民补贴，精准帮扶受疫情影响

严重、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特殊困难行业，提高中小

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三是促增长。发挥财政引

导示范作用，优化实施“小升规”政策，通过奖补等方

式促进企业数量、质量双提升。

加大力度下沉财力体现“进”。围绕打造“一核一

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加大对市县的支持力度，优

化转移支付政策，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财力和制

度支撑。一方面，坚持促协调，差异化支持“一核一

带一区”。对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核心区，主要是通

过财税政策、新增债券等方式支持重点平台和项目建

设。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统

筹优化财政省直管县制度和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推动

资金资源倾斜支持。另一方面，坚持补短板，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省对下转移支付保持“只增不

减”基础上，针对欠发达地区在交通、教育、医疗卫生

等领域的突出短板指标，加大力度支持解决。特别是

5 年将新增 210 亿元支持老区苏区振兴发展，着力办

好老区苏区人民群众“喝好水、走好路、读好书”等民

生实事。

长期坚持过紧日子体现“进”。始终贯彻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理念，当好“铁公鸡”，打好“铁算盘”，

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改善基本民生和支持市场主

体发展。一方面，切实做到“该减的减下去，该压的压

下来”。从严从紧控制一般性支出，切实压缩会议费、

培训费等，2022 年省级预算安排省级行政经费下降

6.4%，省级部门预算“三公”经费下降 5%。另一方面，

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用好“事前评审 + 事中监控 + 事后评价”的

“三把绩效利剑”，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

硬化责任约束，坚决压减不必要低效开支。

深入推进财政改革体现“进”。牢牢抓住改革“关

键一招”，深化财政领域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

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一是纵深推动预算管理改革落

实。推动市县建立大事要事财政保障机制，实施省对

市县财政预算安排审核机制，完善预算和绩效一体化

管理，优化全省财政“一盘棋”机制。二是持续深化数

字财政系统应用。立足“系统统建、数据共享、赋能提

效”的要求，持续推进系统优化升级，增强大数据分析

应用，继续推进“粤财扶助”平台建设，切实发挥数字

财政对提升地方财政治理的支撑作用。三是创新重大

项目投融资机制。加强政府资源资产的统筹整合，在

用好财政出资的基础上，研究建立省级重大项目筹资

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政、交通、生态环境、

社会事业等补短板项目建设，进一步强化重大战略任

务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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