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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改革30年：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大跨越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1月5日  韩洁 罗沙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山东省泰安市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财

政运转步履维艰。１９７８年，泰安的地方财政收入满打满算不过１亿元，为了保障正常运转，地

方财政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凑齐了吃饭钱，没了办事钱”。  

泰安当年的“吃饭财政”之困代表着当时中国财政的普遍现象。令人欣喜的是，３０年改革开

放见证了财政体制改革从建设型财政迈向公共财政的大跨越，财政收入持续稳步增长，支出重点转

向公共领域，财政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财政体制改革也逐步深化。  

财政实力日益强大 公共财政情系民生  

２００７年，泰安的地方财政收入突破６０亿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６０倍。  

改革开放３０年，见证了我国财政实力的日益强大。尤其是１９９４年分税制实施以来，我国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国财政收入不断跨上新台

阶。  

１９７８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亿元，达到１１３２．３亿元。２０年后的１９

９８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１万亿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０倍。２００３年，全国财政收入又跃

过２万亿元大关，２００５年超过３万亿元，２００６年接近４万亿元，２００７年突破５万亿元

大关。  

2008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前９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到４８９４６．８６

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８％。  

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维护改革发展的大

局，推进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开始向公共财政

方向调整。财政资金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  

立足我国国情，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增加对公

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

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基层和群众倾斜。重点加大在“三农”、教育、科技、就业、社会保障、医



疗卫生、住房保障、公益文化、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投入，稳步推进民生保障体系建设。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全面

取消农业税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三农”的财政投入，２００８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各

项支出达到５８００多亿元。数字的变化表明，财政用于保障民生和公共事业的比重正在不断加

大，我国正在着力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公共财政体系。  

财政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 调控方向转向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３０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在这一

过程中，财政部门充分运用税收、预算、国债、转移支付、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加强和改

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１９９８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恰逢我国处于经济周期的低谷，经济增速明显趋缓。在这一

背景下，政府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由紧缩性财政政策转向扩张性财政政策，最终走出通货紧缩阴

影，实现了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到了２００３年，我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

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此后的五年间，我国每年经济增长率都在１０％以上。２００５年，我

国宣布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

财政政策。  

在稳健财政政策调控下，为转变原先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央财政近年来陆续实施了一系列

节能减排政策，特别是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和强制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中西部

地区污水管网、污染减排监管体系等建设，并加快建立促进节能减排新机制。此外，还建立落后产

能退出机制，全面推进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在太

湖流域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  

进入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国内高通胀压力以及经济增速放缓、企业

利润下降、出口增速降低等新问题的出现给未来财政宏观调控走向带来新挑战。  

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今年四季度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

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继2008年８月１日起我国上调部分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１０月

２１日宣布，将从１１月１日起再次调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包括适当提高纺织品、服

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以及提高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

口退税率。  

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公共财政渐行渐近  

改革开放之初，两步“利改税”和财政包干制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增

强了中央和地方活力。１９９４年，我国全面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框架，规范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  



１９９８年我国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

全公共财政”，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一突破传统财政理念的重大

转变旨在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人民的需求并逐步使其均等化，同时使财政体制更加公平、公

开、透明。  

在向公共财政迈进过程中，我国通过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缓解

县乡财政困难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进一步完善了省以下分税制财政管

理体制，规范了财政管理体制，规范了财政分配关系。全国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和地方财政统筹能力

明显增强，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  

回首３０年，我国还着力推进税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税收筹集国家

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不断增强。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多税种、多

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税制体系。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又按照“简税制、宽税基、

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不断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及时调整了个人所得税政策和消费税等政策，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开展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等，进一步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

分配关系，强化了税收调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  

此外，３０年来，预算法、会计法、审计法、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财政方面的法律

法规频出，有力地促进了财政的依法管理和科学管理，财政运行日趋规范。预算管理不断规范，逐

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会计、审计制度等基础建设不断加强，财政管理绩效评价体系逐步

建立，贯穿财政运行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检查机制初步形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高。  

从建设型财政到公共财政，３０年的财政改革之路记载着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

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公共财政前行之路依然漫长，财政体制改革

亟待攻坚，面对挑战，我们唯有坚定信心，继续改革，才能在发展道路上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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