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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走在前列的政治担当奋力扛起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探路者和模范生的政治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尹学群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

决策，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浙江的光荣使命。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高质量发展和

共同富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以走在前列的政

治担当，奋力扛起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探路者和模范

生的政治责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大胆假设、仔细求证，研究探索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的财政路径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浙江省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精神，在全省财政系统开

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进年”行动。主

要目标是实现“三个一批”：一是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

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着力

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浙江辨识度的财政标志性

成果。二是探索一批体制机制改革。聚焦缩小“三大差

距”、促进社会公平，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迭代升

级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26 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等

领域率先探索突破，为全国创造浙江经验。三是谋划

一批重大改革方案。聚焦破解共同富裕普遍性难题新

题，研究谋划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扩中家庭增

收、“钱随人走”、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以家庭

为单位个税征管等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方案。

在实施过程中把握好“四部曲”：一是勇于担当，

力争走在前列。树立“走在前列”的意识，谋划“走在前

列”的举措，打造“走在前列”的成果，以“走在前列”

的政治自觉，主动研究谋划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

大改革重大政策，在理念上实现从单纯服务保障向主

动引领推动的跃升。二是大胆假设，勇闯“无人区”。加

强理论研究和创新，把原有的体系研究透，对照共同富

裕的目标，查找存在的问题，研究初次分配、再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财税制度安排，实现从发

展型向共富型财税政策体系的转变。三是仔细求证，找

准“小切口”。从操作性、可行性出发，寻找具有主导性、

突破性、牵引性、示范性的“小切口”和抓手，将“大胆

假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可落地的成果。同时，坚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一味地靠加大财政投入，而要

更多依靠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形

成“四两拨千斤”的合力。四是试点突破，打造标志性

成果。建立省市县协同推进机制，通过揭榜挂帅，选择

部分市县、部分群体先行先试，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

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深入实施“八大行动”，奋力交出共同富裕财政高分

报表

（一）实施理论创新引领行动。以理论创新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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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省市县财政部门以及智库力量，开展“1+N”研究。

“1”是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推动

构建财政的“四梁八柱”。“N”是若干个小切口的深度

研究，包括“扩中提低”的财政路径、强村富民集成改

革、三次分配财税政策、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研究等。

（二）实施共富型财政体制迭代升级行动。以体制

优化为抓手，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浙江经验。一是突

出高质量发展。完善财政收入奖补政策，将奖补向高

质量发展的地区倾斜 ；研究山区 26 县财政专项激励政

策，促进 26 县增强内生发展能力。二是突出共同富裕。

动态调整转移支付分类分档体系，在保持总体稳定的

前提下，研究动态调整和退档奖励机制 ；进一步加大

区域统筹发展激励奖补力度，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辐射

能力和跨区域事务合作治理能力。三是研究打造绿色

发展财政奖补机制升级版，结合碳达峰碳中和及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要求，研究生态保护补偿

引导性政策和激励约束措施。

（三）实施“扩中提低”财政攻坚行动。以“扩中”

为突破口，形成财政重大改革方案，提高“扩中”家庭

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一是加强调研。通过大调研，摸清

低收入家庭的基本情况，研究提出“扩中”家庭的共富

标准、政策框架、实施方案等。二是探索构建以家庭为

单位的共富财税政策体系，推动更多家庭进入中等收

入群体行列。三是支持构建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完

善就业财政帮扶机制，推进激发创业创新活力集成改

革，有针对性地增加重点群体收入。

（四）实施强村富民财政政策体系重塑行动。以集

成改革为手段，着力增加农民收入。一是实施以村为单

位的综合性财政支持政策改革试点。创新完善“财政 +

金融”“政府 + 市场”的财政支农新机制，开展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支持打造共富村，探索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长效机制。二是优化村集体资产管理。研究完善村

集体资产核算、经营、处置、收益分配等相关制度，探

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三是

探索发挥共富型采购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全省各级党

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采购山区 26 县

和海岛地区特色产品和服务，稳定就业、促进增收。

（五）实施公共服务优质共享行动。以均等化为目

标，探索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财政路径。一是建立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健全统一的民生支持标准备案

制度，探索建立市县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情况评估机制，

研究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机制。二是研究“钱随人走”制

度体系。在卫生、教育领域率先开展改革试点，提高转

移支付分配的合理性和精准度。三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财力保障机制。健全“人钱挂钩”财政激励机制，

完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

补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提速增效。

（六）实施“一老一小”财税政策创新行动。以“一

老一小”为主攻方向，提高财税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

一是开展育儿友好型财税体制机制改革试点。降低家

庭生育养育成本，推动三孩政策落地。二是开展老年

友好型财税体制机制改革试点。研究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建立基本养老服务目录清单制

度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运行保障长效机制等。

（七）实施困难群体托底保障行动。以“保基本、兜

底线”为原则，加大困难群众帮扶力度，共富路上一个

也不能少。一是完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低

保标准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二是研究扩大专项

救助政策的覆盖面。三是加大发展型救助力度。提升

低收入家庭教育、医疗、住房救助措施，强化就业培训

和服务，增强家庭自身的保障和发展能力。

（八）实施三次分配财税改革突破行动。以政策为

引导，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加快发展，更好发挥三次分

配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一是推动完善慈善税收支持

政策体系。研究优化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流

程，完善对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认定，便利其享受税

收政策。二是打造“浙里捐赠”数字平台。探索建立善

款上链、过程存证、信息溯源的捐赠生态闭环，达到善

款流向的全流程透明。三是拓展“公物仓”功能，共建

“浙里公益仓”，发挥国有力量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引

导作用，逐步开放接受个人、企业、社会闲置资产捐赠，

带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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