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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财政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任务更

加光荣也更加艰巨。财政服务全局的抓手就是落实好财政政策，确保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

可持续。

现代财政事务不仅仅是收支事务，需更加重视收支背后的政策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

预算报告，已经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做了明确部署。财政赤字率 3.2% 左右的安排，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的实际情况。减税降费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呵护市场主体，促

进“六稳”“六保”目标的实现。

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应在财政支出投向和力度上体现，具体而言 ：财政支出应加大促进创新发

展，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为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强力支持，不仅在基础研究领域要多投入，

还应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率，尊重科学探索的规律，打造科技创新的氛围，以科研财务管理创

新为突破口，给科研人员松绑，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财政支出应加大促进协调发展，加大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统筹对口支援，促进更高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财政支出应加大促进绿色发展，要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与特点紧密结合，紧密结合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把环保专业管理与财政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财政支出应加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明确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红

利。财政支出还应加大促进对外开放，结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扩大内需，扩大优质产品

进口，进一步引导提升投资的质量，促进投资可持续，引导市场主体对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

好实现内外联动。

从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关注细节。一串串财政收

支数据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战略政策的小细节。这要求每一位财政人怀着职业精神，专心

做事，把事做好。

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应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统筹发展与安全。当今世界，不确定性依然很多，

要把财政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些，我国财政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也需要对潜在的财政风险有足够的

认识，我们要正视各种可能的困难和风险，而不是回避和得过且过。绝不可低估局部金融市场的风

险，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可能传导的风险。要找到地方财政风险的源头，找到处置方案，创造条件

化解风险。这就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执行不仅要以不变应万变，以变应变，更要通过加快建立现

代财税体制，保持制度的稳定性，收获制度红利，而且要注意政策的灵活性，以变应变，应对各种

可能的变化。

2020 年我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经济增长、脱贫攻坚等都

取得重大成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

入史册的答卷。这也再次证明，再多的困难也不能阻挡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

2021 年，踏上新征程，拼搏向前，财政部门要继续练好内功，进一步把握财政规律，坚定不移地推

进财税改革，提高财政治理现代化水平，积极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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