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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2022 年政府预算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具有更稳、更准、更高效三个特征。

更稳：统筹平衡收支

预算的首要问题是平衡收支，控制风险。预算必

须建立在稳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必须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有保有压、突出重点，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

一是控制赤字规模、适当降低赤字率。今年赤字率

拟按2.8%左右安排，比2021年的3.2%、2020年的3.6%

分别下降 0.4 个、0.8 个百分点，有利于增强财政的可

持续性。2021 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 232697 亿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137709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66992 亿元，都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余额限额

以内。其中，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为 20.3% ；以上三

项债务余额合计 537398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47.1%。

2022 年末，计划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 267008.35 亿

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158289.22 亿元，专

项债务余额限额 218185.08 亿元。其中，国债余额占

预计 GDP 的比重为 21.6% ；以上三项债务余额合计

643482.65 亿元，占预计 GDP 的比重为 52%。

二是统筹需要和可能安排财政支出，保持适当支

出强度。虽然今年赤字率按 2.8% 左右安排，资金规模

减少 2000 亿元，但财政政策整体是积极的，保持了适

当支出强度。一方面，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支出的安排规模达到 26.7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 2 万亿

元以上，增长了 8.4%，比预期 GDP 增幅高 2.9 个百分

点。另一方面，支出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中央财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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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近 9.8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近 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这是自 2012 年以来的最高增

幅，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减税降费给各级地方政府带

来的减收增支压力，保障基层财政稳健运行。此外，通

过跨年度的调节，仅中央本级财政调入一般预算的资

金就达 1.267 万亿元，是去年的 6.6 倍，资金量相当于

提高赤字率 1 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强度有保障。此外，

2022 年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3.65 万亿元，

与上年持平。

三是全面统筹各类收入保障支出。2022 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0140 亿元，比 2021 年预算执行

数增长 3.8%，加上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收入总

量为 233425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8637 亿

元，增长 0.6%，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等，收入

总量为 151991 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128

亿元，下降 1%，加上上年结转收入，收入总量为 5792

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00274 亿元，增长

5.8%。以上四类收入合计 491482 亿元，约占 2022 年预

期 GDP 的 39.5%。此外，人民银行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

结存利润，总额超过 1 万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

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支持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

更准：好钢用在刀刃上

预算的核心问题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资源配

置。2022 年政府预算统筹预算收支，重点聚焦五个重

点领域，力争精准研究每一项财政政策，精心安排每

一笔财政资金，早出台政策，早下拨资金，早落地见效。

一是企业纾困。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2022 年减税降费支持方向聚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8

中国财政｜2022.07半月刊｜总第852期

本期专题

制造业等 6 个行业的退税减税达 1 万亿元规模，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益受惠也达 1 万亿元规模。对小

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部分，在现

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实际税

负由 10% 降至 5%。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并提高减免幅度、扩大

适用范围。大力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今年对留

抵税额实行大规模退税。全年退税减税达 2.5 万亿元，

其中留抵退税预计约 1.5 万亿元。财政部表示将精准研

究、细化出台政策，让减税降费的“真金白银”尽早落

到企业，惠及个人，实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的良

性循环。

二是科技创新。支持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

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

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调整科技经费支出结构，重点

投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竞争力，新增支持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

聚焦重点产业链，进一步增加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着力解决基础零部件、关键材

料、核心软件、短板装备等“卡脖子”问题。

三是民生保障。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加强对基本民生的保障，完善教育、养

老、医疗、育幼、住房等支持政策体系，加大税收、社

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养老金上调的省份增

加到 21 个省市，使社会保障更加均衡、可持续。将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5 元，达

到每人每年 84 元，优化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 元，

达到每人每年 610 元。支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

体系，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安排 1546.83 亿元、增加

70.62 亿元，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在财政收支

矛盾仍然突出的情况下，今年基本民生投入只增不减，

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充分彰

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四是乡村振兴。巩固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支

持新建 1 亿亩高标准农田，加强农田水利薄弱环节建

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农业补贴

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财政奖补力

度，给种粮农民再次发放农资补贴。积极发展农业保

险，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安排 416.39 亿元、增长 30.8%。

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按照只增不减的原则安排 1650 亿元、增

加 84.76 亿元，并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推

进乡村振兴底子薄的地区倾斜。有序推进乡村建设，

支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启动乡村建设行动。

五是绿色低碳。在绿色发展方面，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紧盯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

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安排 300 亿元、增加 25 亿元，

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 237 亿元、增加 20 亿元，保持土

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投入力度，阶段性减按 15% 税率

征收从事污染防治第三方企业所得税。加强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加快建立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纵向补偿

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安排 992.04 亿元、增长 12%，重点生

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安排 170 亿元、增长 42.9%，

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稳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技术研发，推动工

业、交通运输等领域和钢铁、建材等行业节能减排。健

全政府绿色采购标准，推进绿色低碳产品采购。

更高效：提升预算绩效

预算的基本问题是规范管理，提升绩效。2022 年

政府预算严格贯彻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强化预算约

束，规范财经秩序，深化预算绩效管理。

一是控制政府债务规模。要提升预算效能，首先

要控制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尤其是控制地方债规模。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支持地方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防

范“处置风险的风险”，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

转型。要防止出现政府债券重发行、轻管理，以及虚假

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问题。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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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政府债开展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着力提高

债务资金使用效率，自觉接受人大全口径审查和全过

程监管。近年来，我国不断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成效显

著，宏观杠杆率（一国总债务与 GDP 之比）已回到基

本稳定的轨道。从宏观杠杆率看，2017 年至 2019 年总

体稳定在 253% 左右，初步实现稳杠杆目标。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杠杆率阶段性上升至 280.2%，

2021 年回到 272.5%。从政府部门杠杆率看，2021 年为

46.6%，两年平均增长 4.0 个百分点。

二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要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在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的同时，进一步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要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技

术推动全流程预算管理，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

条。要提升预算绩效评价水平，尤其是事前评价和绩

效自评水平 ；要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的结果应用和信息

披露机制。要加快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并用好用活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提

升预算资金使用效率 ；要深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

逐步实现将国有资本收益在一本预算中列示。要科学

界定财政补贴功能定位，规范财政补贴制度。

三是厉行节约，艰苦奋斗。要明确落实党政机关

过紧日子要求，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2022 年中央

部门支出下降 2.1%。要力争少花钱，多办事，继续压

减非必要、非刚性支出。要建立完善绩效激励约束机

制，压减低效支出、取消无效支出。要加大对虚假支

出、财务造假、违规支出等行为的处罚力度。党政机关

要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执守简朴，控成本、讲绩

效、提效能。要不断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共享共用，

不断完善过紧日子的制度体系。

四是严肃财经纪律。要围绕重大政策落实、中央

基建、地方政府债务、国有资产管理等加强审计监督。

要落实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提高整改质量和

效率。要加大整改结果公开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用好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强化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

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管水平。要扎紧制度

“笼子”，规范财务秩序，让财经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

“高压线”。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务必行稳致

远。更稳，就能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形势下控制财政风

险 ；更准，就能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难事 ；更高效，

则是人民的期望和预算的本质要求。2022 年政府预算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是一本兼具这三个特征的高质量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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