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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需财政金融有力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何德旭  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何代欣 

 

    习近平总书记在 2 月 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

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从源头

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在此后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强调，要“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这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当前和今后

更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指明了方向。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是我们推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应该看到，有效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多管齐

下，特别是需要财政金融的有力保障。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金融是现代经济的

核心、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金融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也是

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妥善应对风险的重要支撑。更好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需切实发挥财政金

融的重要作用。 

    当前，财政金融领域的相关工作正在为遏制疫情蔓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支撑，

特别是在加大财政防控疫情支出、强化财政防控疫情政策保障、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加强

对疫情防控的金融支持等方面，财政金融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一是加大财政防控疫情支出。连日来，财政不断增加应对疫情的支出规模，主要用于疫情防

控专项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以及对科研、物资储备的支持等，同时对相关

资金运行提出了具体且明确的要求，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是强化对疫情防控的政策保障。财政政策上明确了对患者治疗费用的政府分担机制，明确

了对一线工作人员享受工伤待遇的保障政策，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同时制定了对代储企业紧缺医疗物资周转储备资金的银行贷款贴息方案

等。 

    三是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中国人民银行利用现有货币政策空间，通过价格工具和数量

工具实施稳增长目标下的逆周期调节，旨在保持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并向市场发出了强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政策信号，取得了积极成效。 

    四是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金融支持。一方面，保障民生和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的金融政策持

续推出，与财政政策一道形成政策合力；另一方面，各项金融服务保障举措也持续发力，比如，

加大了对小微、民营企业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部分金融机构为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免

费提供意外保险、住院补助等。 

    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我们既要重视推出利于短期的有效举措，又要注重构建着眼长远的长效机制，这对财

政金融战线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需在建立常态化财政金融支持机制、构建有效的财

政金融政策执行体制、促进财政金融政策协调发力和有效防控财政金融政策风险等方面，加大推

进力度。 

    第一，建立常态化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应该看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风险防控工作都需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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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金融的有力支持。针对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财政金融领域迅速反应、

积极作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接下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将这一支持机制不断优化和提升，

使之成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常态化支持机制。因此，要在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断总结

经验，为建立常态化的财政金融支持机制提供参考和依据。 

    第二，构建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执行体制。财政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政策执行是

否高效，直接决定着财政金融支持机制的成效。积极构建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执行体制，首先要

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做好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与应对方面的顶层设计，坚持全国一盘棋，

做好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其次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针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变

化及时调整支持方案、反馈政策需求；再次要找准推动政策切实落地的便利通道，有效化解政策

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梗阻；最后要注重保障政策执行的成效，有效化解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面临

的实际困难，解决好社会各界的当前所需与后顾之忧。 

    第三，更好促进财政金融政策协调发力。财政和金融由于资金性质的差异而发挥着不同的功

能，财政金融政策需加强协调、形成合力。要善于发现并抓住有利于财政金融政策协调的重点环

节和关键点，注重解决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中亟需政策支持的核心问题；要做好推动长期政策

协调的预案，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保持财政金融政策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推动多部门、多领域相关政策的有效协同，逐步优化相关流程，发挥好政策协同

作用。 

    第四，有效防控财政金融政策风险。有力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既考验各级财政金融

部门的执行能力，也考验各地经济社会的承载能力。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进程中，要始终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特别是要重视和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向其他风险

转化，需下大气力切实维护地方财政金融体系的稳定，充分发挥现有风险防控体系的作用，建立

有效的风险预警及阻断机制。 

    总之，为应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提供有效的财政金融支持，是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对财政金融体制、财政金融政策及其效率的重

要考验。对于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财政金融战线需尽快找差距、补短板，切

实做好各项防控和应对工作，提高站位、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强化协同，特事特办、精准施策，

最大限度发挥支持保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