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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境 之 中 谋 发 展

回顾近几年世界经济一波三折的缓慢复苏历程，正如学者和企业家们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百年一遇、

非比寻常。在百年一遇的危机面前，仅凭一己之力固然难以左右国际经济环境。不过，逆境之中谋求发展、扎实解决自身问

题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本期“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联席评论”关注话题——逆境之中谋发展。

异地医保报销能否实现？子女随父母的异地教育问

题该如何更好地解决？就业难该如何破解？这些关乎民

生的基本公共服务都涉及财力保障问题。完善的公共财

政体系，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

不断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也要

看到，当前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存在财政保障力度需继续

加大、财税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例如，在推进主

体功能区建设过程中，生态脆弱区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地

区，但这些地方的财政又大多仍是“吃饭财政”。又如，即

使在发达省份内部也存在基层财力不均衡问题，等等。

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应当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

的公共财政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

推进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为未来的公共财政

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建立与经济发展

和政府财力增长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增长机

制，切实提高各级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的保障能力。进一步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先安

排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按照地区人口等因素合理安排基本公共

服务支出，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二是实施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税政策。建立健

全主体功能区利益补偿机制，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构建

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格局。加大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政府公

共服务保障能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完善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农

产品主产区、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重点生态

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健全科学规范、注重

绩效的预算管理制度，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

容。要进一步增强财政预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

性。完善预算公开制度，健全公开机制，健全预算绩效管

理制度。将绩效观念和绩效要求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各个

方面，逐步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

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

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公共财政如何促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谈加快改革财税体制

王 璐

今年前 3 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7.7%，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完

成 全 年 7.5% 的 增 长 目 标 已 成 定 局 。 然

而，外贸形势似乎并不令人乐观。前 10

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3%，全年增幅

可能低于预期目标。日前，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强调，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具备很多

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同时经济发展面临

的困难仍然较多，各种挑战不能低估。可

见，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及

欧债危机形成的逆境之中，在这一背景

下对可能遭遇的困难与挑战作出充分的

估计，非常必要。

目前，企业界和各级政府无不感受

到，困难与挑战很大程度上首先来自于

国外。这是因为我们以往主要依靠投资

和 出 口 拉 动 增 长 的 外 向 型 经 济 发 展 方

式，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后，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

义愈演愈烈。据有关方面负责人不久前

透露，2008 年 10 月至今年 10 月，G20 成

员已先后出台了 858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

施 ， 不 仅 给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带 来 巨 大 麻

烦 ， 而 且 对 世 界 经 济 复 苏 形 成 巨 大 阻

碍。回顾近几年世界经济一波三折的缓

慢复苏历程，正如学者和企业家们指出

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百

年一遇、非比寻常：从 2007 年的美国次

贷危机，到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

到眼下依然困扰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

发达经济体至今仍处于艰难的“去杠杆

化”过程中，很多国家在紧缩财政和刺

激经济的两难选择中左顾右盼，进退维

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几乎达

到极限；从经济周期看，全球经济并未

走出长周期的底部。这就是我国经济发

展面对的最大逆境。

逆境中缓慢前行的世界经济，给我

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无法回避

的。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和资

源能源消耗支撑的外向型产业结构，不

仅难以带动国内需求，而且在危机爆发

后 凸 显 出 一 般 加 工 工 业 产 能 过 剩 的 矛

盾。与此同时，由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一时又难以在急剧收缩的国际市

场上稳住阵脚，导致增长压力加大、企

业利益受损实属必然。今年秋季广交会

一期出口较春季广交会下降 10.8%，较去

年同期下降 3.8%，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

以往惯用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确已经难以

持续。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以来，我国

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结构调整取得不断进展，积

极因素逐步增多，经济增长趋于稳定，

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也随之变得

越来越紧迫。逆境之中谋发展，我们必

须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否则

宏观调控政策的回旋余地就会变得越来

越小，我国经济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也

会越来越低。

在 百 年 一 遇 的 危 机 面 前 ， 仅 凭 一

己 之 力 固 然 难 以 左 右 国 际 经 济 环 境 。

不 过 ， 逆 境 之 中 谋 发 展 、 扎 实 解 决 自

身 问 题 还 是 可 以 大 有 作 为 的 。 从 目 前

情 况 看 ， 充 分 用 好 经 济 趋 稳 的 有 利 因

素 ， 着 力 化 解 制 约 增 长 的 不 利 因 素 ，

结 合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实 际 做 好 改 革 发 展

的 部 署 与 政 策 安 排 ， 已 显 得 非 常 重

要 。 其 重 点 在 于 ， 一 要 强 化 保 障 和 改

善 民 生 的 需 求 导 向 ， 积 极 扩 大 国 内 需

求 ， 缓 解 外 需 萎 缩 造 成 的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 二 要 在 结 构 优 化 的 基 础 上 保 持 投

资 合 理 增 长 ， 把 稳 投 资 、 扩 内 需 和 调

结 构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 既 为 稳 增 长 、 扩

就 业 提 供 有 力 支 撑 ， 也 为 调 结 构 、 转

方 式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 三 要 不 失 时 机 深

化 重 要 领 域 改 革 ， 下 大 气 力 调 整 利 益

格 局 ， 以 改 革 为 动 力 推 进 自 主 创 新 ，

加 快 形 成 新 的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 与 此 同

时 ， 还 要 在 提 高 土 地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水

平 的 前 提 下 ， 积 极 稳 妥 推 进 城 镇 化 ，

借 助 城 镇 化 这 个 最 大 的 内 需 ， 为 我 国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本文执笔：吕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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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4 日发布 《中国风

景名胜区事业发展公报》，相关负责人在

发布会上表示，“风景名胜区的长远发展

目标是门票免费，回归公益性。”

近 年 随 着 节 假 日 黄 金 周 制 度 的 推

行，旅游出行已成为一大消费热点，然

而动辄几十元上百元的景区门票，也越

来越令人诟病。如今，主管部门提出风

景名胜区“门票免费”的长远目标是一

件好事。

风景名胜区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才

能保证正常的维护和运营，乃至进一步的

保护性开发。在目前条件下，寄希望于地

方政府的财政支撑，恐怕对于大多数仍将

受限于“吃饭财政”的地方来说，无异于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键在于，

如 何 把 市 场 力 量 与 公 益 责 任 进 行 有 机

对接。

在这方面，杭州西湖是比较理想的案

例之一。众所周知，西湖景区的主体是免

费对外开放，由当地政府负责日常的维护

运营，其所需资金则来源于西湖景区带动

周边各类服务业所产生的税收。

应该说，“西湖模式”的成功固然有

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因素，但其成功的另

一关键因素还在于当地政府正确地运用

了市场规律，因势利导，进而实现了良

性循环。比较而言，一些仅仅依靠高票

价维系的风景名胜区，或者是一味地强

化地方政府的主导，或者是把景区承包

给某个老板了之，并没有真正运用好市

场规律。

（作者单位：浙江台州市政府办）

西湖景区“门票免费”的启示
宣华华风景名胜区需要持续的资金

投入，才能保证正常的维护和运

营，乃至进一步的保护性开发。

在目前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地

方政府的财政支撑，无异于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键在于，

如何把市场力量与公益责任有机

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