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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扛牢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政治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 云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岩松

2022 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面对复杂严峻形

势和风险挑战，做好财政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

命光荣。云南省财政系统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三个

定位”要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

署，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深化对经济财政工作规律性认识，深刻

把握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把握宏观政策跨周期

和逆周期调节力度，主动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

财政政策靠前发力，有效发挥财政的治理基础和重要

支柱作用，有效应对疫情反复和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着力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财

税改革、强化管理监督的强大动力，促进全省经济运

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确保边疆稳固、民族团结、社会大

局稳定。

全力打造“发展财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实施产业强省财税政策。健全多元化资

金投入机制，发挥产业投资基金、旅游高质量发展基

金等引导作用，加强财政金融协同，实施重点企业融

资清单制度，用好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优化省级中小

企业专项资金、工业信息化专项资金、有机绿色食品

奖补资金等投向，推动实施产业园区财政奖补政策，

重点支持绿色铝硅、生物医药、文旅产业、“专精特新”

企业和绿色能源产业等加快发展，促进做强做特做优

绿色“三张牌”，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培

育壮大。

二是统筹财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支持交通

强省建设，加速打通经济发展动脉。推进实施滇中引

水等“兴水润滇”工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

现代物流体系。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区域协调

发展政策，加大省对下奖补力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强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支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主体倍增计划、营商环

境奖补和市场主体创业创新奖补政策。推动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等及时支付采购账款，持续整治违规涉企收

费，优化“阳光云财一网通”平台功能。完善融资担保

和风险补偿机制，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

四是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支持提升开放辐射能

级，加快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建设步伐。

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促进重大内外资项目落地和边

贸转型升级。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物流体系和产业园区

建设，对“公转铁”和沿线物流集散平台进行奖补。保

障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

二阶段会议和各类重要展会。

五是深入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持续加大财政科

技投入力度，支持实施创新人才培引用工程，推进重

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高水平建设贵金属、特色植物提取等云南实验室，着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38

中国财政｜2022.06半月刊｜总第851期

本期专题

力打造创新平台载体。深入实施财政支持科技成果转

化政策措施，加快实施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全力打造“民生财政”，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一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保持财政投入强度不变，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等工作。完善土地出

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政策，支持高标准农田、农村水

利等重点工程项目，实施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

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强化村级组织、村干部经费保障，

夯实乡村治理基础。

二是支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持续加大民

族地区转移支付和财力补助，支持做好民族和宗教工

作，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和“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

范工程，加快推进 374 个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全力

打造富边样板、稳边示范和守边屏障，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三是支持建成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推动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支持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继续注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争

取更多项目落地云南。配合做好“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成立和运营工作。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制定实施，推动经

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四是兜牢基本民生底线。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保障

重点群体就业，加大失业保险基金对稳岗和培训的支

持，积极推进“技能云南”行动。全面落实教育投入“两

个只增不减”，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补齐学前

和高中教育短板，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支持重点高

校双一流建设。实施高校债务化解财政奖补政策。

五是推进健康云南建设。支持建设心血管、呼吸、

肿瘤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临床医学中心建设，继续实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并向基层倾斜，加快补齐卫生人才等短板，

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推动发展康养产业。

六是夯实社会保障基础。推动健全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健全社保基金监管体系，

守住看好老百姓的“保命钱”。

七是实施“文化润滇”行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实施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支持景迈山古茶

林文化景观申遗，推动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

全力打造“效能财政”，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一是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

动力。“十四五”期间，省级除增值税全部下放州市、县

市区外，进一步放权让利，省级分享的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卷烟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4

项税收收入超 2020 年增量全额留归各地，并指导各州

市统一将省级留归各地的税收收入增量资金尽量留给

县市区，引导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二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奖补制度，推动高

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按年度实施差别化的高质

量发展成效奖补政策，充分发挥奖补政策对高质量发

展的导向作用，推动全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实

体，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是实施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三年行动计划，切实

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聚焦发展不充分和治理水平

偏弱等关键症结，从完善决策机制、保障激励、培植财

源、乡村振兴、基层“三保”、提升效能等方面实施 6 大

行动计划，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工作指导，支持

基层补短板、增动力、打基础，全面兜牢基层“三保”

底线，有效保障民生。

四是深入推进预算管理改革，提高财政管理规范

化水平。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系，

健全财政核算指标体系。深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扎实推进零基预算制度。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财会监督，确保财政经济平

稳运行。

全力打造“安全财政”，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一是精准发力确保县区财政平稳运行。最大限度下

沉财力，让资金更多落到县区基层。完善财政直达机制，

健全地方财政运行及库款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县区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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