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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对财政建设规律的认识

　　内容提要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既是总结国家建设一般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认识，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战略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应重点围绕财政对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充分发挥其在优化

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基本功能，不断提高财政运行的制度化、

法治化、规范化水平，逐步形成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匹

配的财政体系、制度能力和总体效果。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进一步提升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和支撑能力，是

新时代财政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建设强大的财政是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

　　财政建设关系国家稳定与发展，财政强则国家强，财政弱则国家弱。

　　从我国历史看，西汉的盐铁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为

这些王朝的发展奠定了重要财政基础；而许多朝代末期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大都是从财政衰败开

始的。古人将这一历史经验总结为“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

　　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程看，英国近代向“税收国家”转型，帮助其获得稳定持续的财政汲取能力，形成了

具有近代财政雏形的制度安排；“光荣革命”后确立的税收法定和公共预算体制，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崛起奠定

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实施预算制度改革，奠定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推动美国步入世界强国之

列。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以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建设为基础和支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

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财政建设应立足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加快探索和推进财政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形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

匹配的财政体系和制度能力，为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提供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支撑。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财政都发挥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

了具有强大整合能力的制度体系，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对

我国迅速摆脱“一穷二白”落后面貌、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为了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国家财政通过预算、税收、国债、补贴等各种政策手段，优化资

源配置、调节国民收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进步，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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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判断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首次提

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大判断，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使命、根本

目标和基本内容，为新时代财政改革实践注入新内涵、指明新方向，为财政建设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

标作出了一系列战略规划。

　　在实践基础上，我们党对财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

财政的人民性，指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

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财政对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作用，

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党对财政的本质内涵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江泽民同志指出，“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

畴，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胡锦涛同志指出，财税工作是党的事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里面

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宏观调控意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基

础上，科学总结并进一步深化了对财政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

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重要论断，使我们党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中国特色财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上升到全新的高度和境界。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应坚持的几项重要原则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特别是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定位，加快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应坚持以下几项重要原则。

　　坚持以国家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国家是财政的主体，财政是国家干预经济

活动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政定位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

进一步深化了对财政本质的认识。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九大

报告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强调将人民主体地位贯彻到治国理政

全部活动中。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国家主体性就是人民主体性，二者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

的本质特征，也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自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们

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将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治理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机结合，不仅是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为正确认识财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战

略定位和基本功能提供了基本遵循，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

　　坚持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我国综合实力和世界

影响力相适应，财政建设应着力满足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实

践需要，通过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支持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应把握好的实践路径

　　按照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财政改革发展提出的要求，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应把握好以下实践路径。

　　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点围绕财政对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充分发挥其

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基本功能，不断提高财政运行的制

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逐步形成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

求相匹配的财政体系、制度能力和总体效果。

　　准确把握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按照“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要求，重点抓住和解决多层级政府间事权划分尤其是省以下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这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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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依据事权关系合理确定支出责任、收入划分和财力统筹，着力形成既能够保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又能够

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发挥财政作为综合性政策手段的作用。健全协调机制，发挥财政对创新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服务国家发展

规划的导向作用，重点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重点工作，为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财政保障。

　　稳步推进税制改革。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税源结构的发展变化和税收征管能力的实际水平，通过优化税制结

构促进直接税和间接税调整。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充分发挥直接税在宏观经济中的自动稳定功能；适当降低间

接税的税负水平，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全面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消除对不同市场主体差别税收待遇，形成公平规范、结构优化的现代税制。

　　加快推进预算决算公开。严格界定财政信息公开与保密的范围，为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保障。在确

保依法理财和防范财政风险的同时，保证社会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将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体现预算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

理。在执行中强化预算约束，加强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通过对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

合理使用达到约束财政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目标。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相关文章

加强财政对公共服务供给现代化支撑作用
不断完善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财政关系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央地财政关系理论
财政的钱怎样才能不乱花
我国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山东：专项资金每次最高50万
闫坤：创新财政体制机制 助力乡村振兴

 

值班电话：010-65393398    E-mail：zgshkxw_cssn@163.com    京ICP备11013869号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网 版 权 所 有 ，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2011-2022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今日热点

新时代文化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
“新时代文化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课题论证会召开
赵柏田长篇历史小说《买办的女儿》《赫德的情人》出版
走出理性危机的非典型后现代主义之路
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成立
《官瓷志》编纂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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