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3页 

21世纪经济报道/2021年/3月/10日/第 004版 

开启现代化发展新征程 

 

国家理财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效果得到更充分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财经智库》副主编  杨志勇 
 

    财政部调研小组 2021年 3月 6日发布《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下文简称“年

报”），是一份全景式披露财政部（财政部门）执行财政政策情况信息的报告。此前，该调研小组

于 2020年 8月 6日发布《2020年上半年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半年报”）。 

    时值全国两会期间，众所周知，每年财政部都会向全国人大提交预算报告，地方财政部门也

会给同级人大提交预算报告。那么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的发布是否还有必要？ 

    预算报告供人大代表审议。透过预算报告，透过政府预算，我们可以了解财政大事，了解国

家大账，了解国家大事的财政保障状况。预算报告和政府预算毕竟专业性更强，除了专业人士和

关心某些方面内容的人士之外，一般老百姓不太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看预算报告和政府预算。但是，

一般老百姓对财政这一公共事务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着强烈的愿望去了解财政部（财政部门）

的具体工作情况。年报（半年报）的发布适应了这种需求。 

    年报（半年报）标题中的“财政政策执行情况”强调的是“政策执行”。财政政策是中央制

定的，财政部（财政部门）是在执行财政政策。当然，财政政策的执行落实需要政府其他各个部

门，需要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的协同配合。作为财政部调研小组的报告，重点阐述的

是财政部（财政部门）的落实情况。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事务牵一发而动全

身。透过年报，我们可以更详细地了解一年来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年来财

政部（财政部门）做了哪些大事，年报（半年报）与预算报告和政府预算所披露的信息是互补的。 

    现代政府更加致力于信息的公开透明。财政部调研小组发布的报告（包括年报和半年报），

是财政部政务信息的主动公开。 

    2020年，谁都不能回避的主题是疫情防控。疫情防控是一件与人人相关的大事。疫情持续时

间长，从年初的疫情防控应急战，到后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都离不开财政。疫情防控是典型的

现代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疫情发生之初，财政部就推动“两个确保”，确保人民群众不因费

用问题而不敢就诊，确保各地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病人救治经费有保障，

地方财力不足有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温暖人心，体现担当。这一年，各级财政投入疫情防控的资

金超过 4000 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是怎么来的？老百姓肯定关心。透过年报，我们看到财政

部（财政部门）如何节约资金，看到财政部（财政部门）如何想方设法筹集财力。钱筹集了，如

何尽快使用到位，也很重要。2020 年的疫情防控资金下拨速度惊人，第一笔给湖北的 10 亿元疫

情防控资金仅用约 10 小时就拨付到位。非常时期非常举措。抗击疫情紧迫性高于一切，按部就

班肯定会耽误疫情的防控。超越常规的务实做法，充分体现了财政工作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

的要求。 

    年报共十部分，最后一部分是财政政策展望，谈的是未来事，前九部分综合起来看，就是在

疫情防控背景下，财政部（财政部门）如何执行宏观财政政策，如何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如何做

好经济社会各项工作，如何有效保障重大战略政策目标的落实，如何创新机制，如何提高财政治

理水平。各部分均充分展示了财政部（财政部门）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主要工作。 

    2020年，国家理财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效果得到更充分显现，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下很好的基础。更加注重绩效管理，将绩效成果加以应用，让财政资金效

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这是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透过年报，我们看到这一年财政部（财政部门）在落实预算绩效管理上的努力。绩效管理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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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简单地说，就是让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效益，用钱效益不高的支出项目，经费就可能被

压减，压减下来的经费用到效率更高的项目上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财政工作在许多时候都是要

有真金白银作为保障的。除了常规的节约支出提供财力之外，财政部（财政部门）多渠道筹集财

力，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扩大新增专项债券规模，不一而足。不少财政工作都

是细节，财政事务绝不是简单的收收支支。确定筹资渠道，挖掘财力筹集潜力，还涉及许多具体

工作。抗疫国债的发行，不是规模确定了就了事，而是要做好债券的发行工作。年报给出了一些

细节，债券发行如何精心组织，合适的时间节点如何选择，如何考虑其他影响，如何加强财政政

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释放出合理的流动性，这在年报中都有披露。 

    中央财政直达资金机制创新是 2020 年财政工作的一大亮点。相关信息年报用一部分的篇幅

予以披露。资金筹集到了，以最短的时间内配置到需要的地方去，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中央财

政资金直达基层是一种机制创新。年报这部分信息的披露相当形象，省级财政部门要当好“过路

财神”，但不能做“甩手掌柜”，生动地概括了省级财政部门的资金管理责任一点都不能少的实际

情况。直达资金是政策性非常强的资金，做好直达资金使用、拨付等方面的监管工作就更加重要，

年报也对如何做好这项工作的信息作了披露。 

    关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财政部（财政部门）对人、财、物进行了全方位的直接支持，包括

激励医务人员（增加补贴和所得免税政策）、保障疫情防控物资供应、提供充分的疫情防控资金

支持等等。疫情防控初见成效，财政部（财政部门）为支持复工复产，采取多方面措施，促进了

“六保”任务的完成，支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疫情的发生让一些重大战略和攻坚任务的完成变得更加艰巨，但财政部（财政部门）并没有

因为困难就望而却步。透过年报，我们看到，财政有效支持了扎实打好三大攻坚战，重点任务取

得决定性成果；财政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透过年报，我们看到财政部（财

政部门）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基础上，实现了财政的正常运行；我们更看到财政部（财政部门）

在财税改革上的进展和财政管理上的创新。 

    当然，年报（半年报）的发布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年报有的内容表述方式还有一定的优化

空间。例如，年报九（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下关于“加强国

有资产管理”的内容表述：“中央层面，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工作全面完成，

共划转 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 1.68万亿元。”这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

内容，同时，划转国有资本是落实《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一个重要举措，

是财政为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持的改革措施，这一点可考虑强调。 

    为了让年报（半年报）吸引更多读者，让老百姓能更加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年报（半年报）

可以更加注意语言表述的活泼性，前述“过路财神”“甩手掌柜”式的形象生动又扣题的表达方

式可以适当增加。 

    为了适应不同财政知识背景老百姓的阅读需要，有的内容可提供更多信息。在一定篇幅内，

年报（半年报）要充分披露财政政策报告执行信息，难度系数不小。这个问题可考虑采取附注的

方式来解决。附注可以是各类典型事例，也可以是对背景知识的补充介绍。这样，愿意了解更多

信息的读者，去阅读附注，这样篇幅保证，信息披露更加充分。 

    年报（半年报）内容丰富，还可以分成不同板块，分别推送，让对某个板块信息感兴趣的老

百姓都更容易找到想看到的内容。 

    调研小组的工作可以理解为信息披露机制的探索，等到年报（半年报）更加完善之后，年报

（半年报）可以考虑直接以更加权威的财政部的名义发布。 

    总之，年报让我们看到 2020 年财政部（财政部门）执行国家财政政策，服务党和国家事业

全局基本情况。 

    既然做了很多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大事，而且老百姓又很想系统了解，那么年报（半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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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这种更靠近老百姓距离的信息披露形式方式不仅应当坚持，而且应该有更多内容丰富、形式

更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信息披露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