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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70年代之后都遇到了种种经济难题，早年的那种经济增长势头忽然间难乎为继？中国的

改革为什么没能在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大饥荒”之后展开，反而在经济形势已相对好转的70年代末才开始。为什么在过

去20年里不断积累的巨额财政赤字直到今天也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改革之后财政赤字迅速扩大，但国家所感受

到的财政压力却反而不如改革前夕迫切？随着改革的进行，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日益加剧，国家有可能再一次面临潜在的

财政危机。财政困难和公共财政混乱的问题已经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因此，财政改革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

后一役，财政改革的意义就是要为市场经济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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