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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
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杨志勇

内容提要: 学习百年党史，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发展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结合财政事业发展，谈学

习百年党史的体会，并思考财政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党

领导的财政事业成功的原因; 财政事业发展中克服困难增强信心信念; 财政事业探索中

的忠诚与专业能力; 财政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全局。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对于财政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对照现实，创新财政理论，按照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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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就

党史学习教育做出部署安排。2021 年 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党中央印发的《通知》，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习近

平，2021)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党史，就是要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

慧和力量。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发展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百年来党领导的财政

事业发展史，对于做好当下财政工作，更有效地发挥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财力保障作用

有着重要意义。文章结合财政事业发展史，①谈学习百年党史的体会，并进一步思考财政事业发展

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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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财政实践的结合推动党领导的财政事业成功

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事业的历史，具体说来，就是要通过学习，掌握规律，回答以下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为什么能成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如何指导中国财政

实践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原因是什么，在财政事业上是如何体现的? 事实上，这三个问题

是密切相关的。
( 一) 财政事业成功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做出正确选择的结果。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人民，一

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国情，解决现实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事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

持，这是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 二) 摆脱教条，立足中国财政实践

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挫折。中国财政实践的成功，是在摆脱

教条的基础上获得的。新中国的财政实践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财政较

多地参考苏联实践，加上实践中的冒进，导致财政运行一度陷入困境。立足中国实际，解决现实问

题，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财政开始好转。教条化地理解公债，认为

“无债一身轻”，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这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但教条化地看待公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政府可用财力的缺乏。改革开放后，关于公债

的观念发生了转变，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中国恢复发行公债，促

进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仅如此，公债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过去财政赤

字曾令人畏之如虎，谈之色变，不再教条化地理解财政赤字，从财政年度平衡到周期性平衡，再到

更多地强调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强调社会总供需平衡，强调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理财的狭隘思路

因此被打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极大地释放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财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构建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目标随之提出，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上。
进入新时代，党领导的财政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适应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新定位

的需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目标因此确立。
立足国情，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是其中又一个生动的案例。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

关系》中就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对地方探索积极性的尊重，明显区别于苏联计划经

济体制，也因此为改革开放之后更好地调动地方积极性打下基础。1980 年的财政“分灶吃饭”以及

后续的财政包干制，无不是对地方财政积极性的尊重，并进而引发地方创新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1994 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吸收既有改革实践有益做法的基础上，对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化。
( 三) 实事求是，因时因势而变

人们一般将财政与国家财政画等号，这并不太准确。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年之后

6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Vol. 42，No. 7，2021



才成立的，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在财政事业上进行了重要探索。可以说，有公共组织就有财政

问题，有政权就有财政问题。财政一直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在不同时期，财政事业也有不

同的具体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坚持实事求是，因时因势而变，同样是其成功的重要

原因。
财政事业的重要功能是筹集财力。因时因势，灵活筹集财政收入，保障了财政财力功能的实

现。党一成立就有经费的筹集问题，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政权运作离不开财力保障。在政权建立

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财政理论与政策上就开始了重要探索。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反对

苛捐杂税。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适应特定形势筹集财政收入，特别注意发展生产、保障供

给。无论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延安时期，财政收入都无法做到与和平时期一样正常筹集。在中央

苏区，打土豪的收入、抓生产的收入、税收收入都是财政收入的来源，但税收收入占比极小。在延

安时期，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同样微弱，发展生产是事业进行的重要保障。革命战争年代，尽

管财政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坚持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靠自己

的力量，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进行全

面探索，财政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财政事业开展的重要前提是筹集充分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财政收入结构适应城市经济占比大幅度提高的需要，实

现了国家财政收入从公粮为主到税收为主的转变; 适应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实现了税政统一和财

经统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税收手段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① 进入计划经济时期，随

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国家财政与经济基本上是一体的，税收作用淡化

并进一步简化，来自国有企业的财政收入( 企业收入) 成为财政收入的最重要形式。随着市场化改

革的启动，税收作用进一步得到重视，利改税后，税收收入成为最重要的收入形式，收入占比远远

超过其他收入形式。对外开放引出新的财政问题，适应维护国家税收主权的需要，中国开征新的

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建立了涉外税制。随着涉外税务的增多，中

国从涉外税收管理进入国际税收管理新阶段，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税收领域最重要

的任务。
适应财政管理的需要，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并不断进行完善。公共资金的使用方法和方向，代

表财政的现代化水平。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民主理财问题，进行了预算民主探索。新

中国成立伊始，就建立国家预算制度，编制财政收支概算。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预算管理条例》
的颁布到《预算法》的出台及修正，按照现代预算制度的要求，预算改革目标的表述从“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转到“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预算改

革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推进，提高了财政资金效率，保障了党和国家

事业的顺利进行。
( 四) 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展财政事业

党领导的财政事业，一直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财政事业上的

突出表现是，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进而为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财力基础，为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要求，财政事业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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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目标展开。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平问题受到更多重视，财政事业与时俱进。进入新发展阶段，

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财政事业的发展方向。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财政

的支持，是党领导财政事业成功的生动体现。尽管中国已经处于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清醒地

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未变，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任务，财政

事业仍然要立足这样的国情。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承诺，最终只会让经济停滞。生态文

明建设，从资源税到环境保护税，新税种的推出，老税种的完善都是奔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建立

绿色税制和财政投入巨资改善环境，都是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财政事务绝不是就钱论钱，而是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从克服财政事业发展的困难中增强对事业的信心信念

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取得了极大成功，但这不代表财政事业就一帆风顺。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

的表现。学习党史，要从困难的克服中增强对事业的信心信念。
( 一) 困难无所不在，但方法总比困难多

不仅仅在经济条件较为艰苦的过去财政事业困难重重，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创造了经济奇迹，财政事业也不时遇到困难。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知识青年回城，解决

就业问题，提高生活待遇和增加工资，都给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经济建设资金存在巨大缺口，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办法总比困难多，公债因之恢复发行。公债制度的确立，不仅仅是解决

经济建设资金缺口问题，而且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改善中也发挥了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如何“振兴财政”?

最终选择的是制度改革方法。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通过制度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

问题。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这是现实

的“两个比重”问题，解决的前提是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分税制改革较好地化解了财政难题，

中国经济也因此重新进入增长的快车道。
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也在逐步优化。在党领导财政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中，经济 － 财

政 － 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反而更加强调减税降费。大规

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肯定会给当时的财政收支正常运行带来影响，但是财政事业发展着眼的

是更长远的利益。“六保”“六稳”任务目标的落实，释放市场活力，保住市场主体，留得青山在，财

源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事实上，财政困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

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采取的是大生产运动，用生产来弥补财政支出缺口。“大跃进”时期，财政也

曾陷入困境，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财政收支困难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文革”时期国

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财政正常运行同样遭到严重影响。改革开放，中国先是恢复农村经济，后

再推进城市改革，财政困难问题一步步克服。财政困难，不能用保守的办法来解决，要用发展的眼

光去应对。可以说，财政困难一次次得到解决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事业有方，否则，

不可能有财政实力的逐步增强。
( 二)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财政困难的解决

这里仅结合税收作用以及财政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加以说明。税收在解决财政困难中

的作用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认识得以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一直反对苛捐杂税。新中

国成立之前的红色政权建设也利用税收筹集经费，但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税收，税收收入占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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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比不高。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城市经济力量的加强，税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税收收入

占比迅速提高，取代公粮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

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税收的作用又被淡化。而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又走向

强调税收的作用。对外开放也要有税。利改税更是全面强调税的作用。税收作用的准确把握是

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财政收入质量指标的探索包含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之比，这是建立在对税

收作用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正确运用税收，才能在解决财政事业困难中恰当地发挥税收的

作用。
宏观经济管理离不开财政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宏观经济管理经过不断探

索，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平衡理论逐步形成，先有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三平”理论，后有财

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的“四平”理论。这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国特色财政政策

理论的探索。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之关系的处理经过了一个过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动用财

政结余，由于信贷资金已经安排，资金“一女二嫁”，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后问题暴露，错误纠正。财

政、信贷与物资平衡是资金与物资的平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金与物资有对应关系。没有物

资保障的资金供应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四平”是国内外平衡、内外资金与物资的平衡。坚持“四

平”，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验不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在不断地探索

中获得经验的。当时，中国财政与信贷实际上是一体的，信贷出问题，财政也就出问题。货币发多

了，就需要回笼货币，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有过出售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实践探索，促进了物价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实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这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其中蕴含着不少前期探索得来的经验。
由于政府掌握资源的减少，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平衡的理论逐步取代了“四平”理论。这

不能理解为“四平”做法的不合理和“四平”理论的错误。相反，这说明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有不同

于“四平”的理论指导实践，要求换个角度解决问题。政府掌握资源的减少，说明按照老方式进行

调控已经无法奏效。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商业银行成为独立的经营主

体，在财政与信贷的平衡关系上，意味着原先的做法已经无法沿用。物资供应体制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多数企业已经不能按照物资调拨的方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调拨物

资的方法虽然有用，但是影响较小。中国共产党在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探索，更好地发挥了财政政

策的作用，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管理从最初的单一经济目标，走向更加多元化的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

支平衡、经济增长都是政策目标。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在发生变化，财政政策因时因

势而变。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超越“四平”，更加灵活地利用财政赤字、赤字财政，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政

策功不可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领导的财政事业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但经过努力，困难都得到解决，

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信念。对于未来事业的发展，肯定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只要我们有

信心、有信念，难题总是能解决的。

四、财政事业探索中的忠诚与专业是保障财政事业顺利推进的关键

对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忠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看行动，要看如何想方设法为党领导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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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业尽心尽责。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共产党人，为财政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这是党领导的财

政事业发展史的主流，从中可见共产党人对财政事业的忠诚。
( 一) 忠诚与能力

忠诚需要能力。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专业性，决定了仅有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

相应的专业能力，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最初的能力主要是文化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财政服务事业全局要求的复杂性与日俱增，财政专业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为财政

事业工作，就需要相应的高专业水准。财政事业的专业性，意味着一般人难以理解财政事业内部

的事。即使有财政信息的公开，也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是所有公开的信息都会被理解，

并不是所有公开的信息都会被用于有效治理。在这种条件下，财政制度建设很重要。防患于未

然。财政领域的腐败治理，可以促进财政制度的执行。当遵守制度蔚然成风时，从业人员的道德

水准就会相应提高。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制度的保障。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节约了大量政

府采购成本。当然，政府采购制度自身也有进一步优化问题，优化后政府采购制度效率将进一步

提高。总体上看，财政制度建设是第一位的，但仅此是不够的。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人本身就有更

高的道德要求。私德的培养，可以降低治理成本。私德与公德要有机结合。德治与法治的共同作

用，可以让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取得更大的辉煌成就。法治国家并不排斥道德的建设。过去一直有

法治和儒家治理之争，现代国家只能是法治国家，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完全可以和法治形成互补。
每个人从内心排斥腐败，并有抵御腐败的能力，就能给社会构筑一道防腐的阵线，将道德转化为行动。

( 二) 崇德与敬业

崇德要转化为敬业，要转化为对职业的激情。财政事业有艰难险阻，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有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心理。在当前各种挑战较多的情况下，财政事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可能

遇到不同程度的挑战。面对挑战，党的财政工作者不能当逃兵，而应该坚决地、积极地去应对。崇

德转化为一种精神境界，才能将事业进行到底，才能让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崇德与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正确地看待失误和挫折。失误和挫折对事业造

成破坏，但学史的目的不是揪住问题不放，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规律性办法。学习党史，要对失

误和曲折有正确的认识，不是去抹黑，而是要对失误和曲折的形成原因有更深入的思考，以防未来

再犯类似错误或再遭遇类似曲折。一个具有先进性的学习型组织，也不可能不犯错误，经验不足、
情况复杂、新问题出现都会导致知识储备不足、应对经验不足、对策思路不够准确等问题的发生。
重要的是把握财政事业发展的主线，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财经战线上如何去克服困难，

如何去实现奋斗目标。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认识财政事业发展的问题。成就是主要的，失

误和挫折在特定时期造成损失，但绝对不能构成主线。
( 三) 关心“国之大者”
财政事业的发展，需要学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敷衍了事，只会增加各方面的负担，而不利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学习党史，要和财政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有针对性地学，让党领

导的财政事业发展史凝聚成新的力量，推动财政事业开新局。财政事业的发展，要关心“国之大

者”。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在全国层面，属于“国之大者”，这是由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决定的。财政事业的发展又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的参与，各部门各地方有局部利益，但必须服从

整体利益，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来服务财政事业，从而让“国之大者”得到真正的关心和

落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就做出了表率。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很困难，各种矛盾

都反映到财政上来，预算盘子很难定，中财委开会给各地区定指标面临很多困难，地方和中央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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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克服了困难。① 正是共产党人的全局观保证了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顺利发展，学习党史，当从

中汲取力量。
学史崇德。崇德的最具体表现还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同样

属于“国之大者”，这本来就是党的优良传统。学习党史，就是要把传统发扬光大。适应新时代人

民群众需求的新变化，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之比多少合适? 宏观税负怎么定? 这直接

关系人民群众的负担，关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史表明，财政问题不能就

财政谈财政，财政与经济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财政收入( 税收收

入) 的取得不能竭泽而渔，要放水养鱼，水大鱼大。财政支出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公共服务改善的

需求，财政支出致力于改善民生，这在和平时期尤其重要。财政事业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

以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是否充分来判断的。毫无疑问，财力需求是无限的，在一定条件下，所能满

足的只能是部分。办实事解难题，同样需要能力。不是财力投向哪里就代表办事，不是筹集收入

就是在办事。这里有如何办实事的问题。

五、财政更好地为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提供保障

建党百年之际，正值“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财政

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要成为基础和重要

支柱，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财税改革，加

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施更加有效的财政政策，深入研究重大财政问题，加快财政智库建设，加

快财政学科建设等，都是保证财政事业顺利前行所要做的工作。
( 一) 理论工作者的担当与财政学科建设

财政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交汇点。财政如何正常运行? 财政可持续性如何保证? 财政政策

空间有多大? 财政风险如何有效防范?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理论来指导实践。2021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周年，深入贯彻讲话精神，书写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新篇章( 谢伏瞻，2021) ，需要理论工作者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就要加快财政学科建设，推进财政理论创新。财政学科建设最终是为

解决财政问题服务的。财政智库建设着力解决的主要是现实财政问题，财政学科建设则为财政问

题的解决提供知识和增加人才储备。财政学科建设要遵循学科演变规律。近代以来，学科有了根

本性的转变，传统中国人做学问，经史子集在一起，文史不分家。在西学东渐中，财政学逐步独立

出来，现实中又有经济学视角的财政学、政治学视角的财政学、法学视角的财政学等等之分。同样

是财政学，有文字描述多的财政学，有数字应用多的财政学，这是学科精深化的表现，但也说明中

国财政学发展还不够成熟。财政学科建设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学科

体系等等，需要进一步努力。
财政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体现在它能做其他学科所不能做的事上。财政学科发展已经面

临严峻的挑战，挑战并非源于财政问题不重要，而是财政问题太重要了，各学科都在投入资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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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会计学研究中有政府会计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内容。公共管理学

研究中有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问题。法学研究中有财税法问题。金融学研究涉及财政金融关系、
国债、地方债。社会保障本来是一个标准的财政问题，在学科归类中，公共管理学下设社会保障二

级学科。对于一个交叉学科问题，这未尝不可。关键是财政学能提供一些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

吗? 如何结合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是个大问题( 都阳，2021) ，从财政视角来看，社会

保障支出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而面临更大的挑战。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有一大半用于社会

保障支出，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还较低，但人口老龄化有增加财政支出的内在趋

势，社会保障的成本在不断抬升，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肯定会持续攀升。而且在未来，同样的社会保

障服务，可能意味着所需要的财力更多。对社会保障支出的预测，仅考虑物价水平，只分析消费者

物价指数( CPI) 是不够的。养老服务价格上涨速度可能超过一般物价，物价水平的影响需要结合

物价结构进行分析。与人工相关的公共服务支出肯定会扩大，那么它是如何提高的? 随着信息技

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一些养老服务的提供可能为机器所取代，这会不会降低养老

服务的成本? 未来有许多未知数，这都需要深入研究。在财政学科建设中，财政学者不能放弃自

己的领域，要去深入研究其中的精深问题。毕竟不少财政学具体领域的知识带有专业性，望文生

义不能解决问题。当然，这不等于要排斥他人研究。所有对财政问题感兴趣者均可以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能力参与攻关。
财政学研究和教学都应该有高地，以发挥引领作用。要对真正的财政问题进行梳理，大量科

研资源应该投入到真正有用的地方。财政学科的重要性在于专业化分工，让有共同偏好的人士一

起研究财政问题。财政学教学中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面对重大财政问题，构建中国财政学，编

写中国财政学教材，都是现实问题。财政实践与财政理论、财政学科建设是相互促进的。财政事

业的发展，需要多条战线协同。一方面抱怨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一方面又不让接触实际信息，显

然自相矛盾。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财政决策让更多人参与，好处是众人拾

柴火焰高，但现实可能是，担心这样那样的社会反应，方案出台前只是让极少数人知道。结果由于

少数人知识的局限性，可能直接导致本来在决策阶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甚至引发

新问题。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的利益。公共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体现人民的利

益。事情越来越复杂，仅凭少数人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财政事务，需要更多人参与。
财政知识的普及日益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配置资源占比较高的国家，不少公共问题都

与财政有关，各行各业都懂财政，就可以减少在财政问题上犯错。人人都要懂财政学，这不是站在

一个学科或局部团体的立场上说话，而是基于公共利益所发出的倡议。财政所筹所用的都是公共

资金，在现代国家，公共资金涉及众人利益，所有人对这样的大事至少都有点“ABC”的知识，也是

有助于问题解决的。公务员考试更应该专门设置财政学板块的内容。财政学基础知识应加快传

播，融入通识教育，成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知识。
( 二) 应对重大现实问题，更好地发挥财政作用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

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①从脱贫攻坚战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这同样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需要我们共同去探索。新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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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下的财税改革，无疑要直面这个难题( 朱青，2021) 。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如今已经是一个全球

性问题。
全球事务的开展离不开财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需要考虑各国的约束条件。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发展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

国家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有那么充裕的财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共建，需要各国政府在其中共同发挥作用，需要全球视野的财政与财政学来

促进国际财政问题的解决。
疫苗接种是公共卫生问题。一个小小新冠病毒，让世界不得安宁。这也可以看到人类的脆

弱。未雨绸缪，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筑更加有效的安全防线，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任何一个大国

就能做到的。任何疫苗封锁的做法最终是不得人心的，最终损害的是全人类的利益。近代以来，

世界经济发展受益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受益于分工的扩展。将自己封闭起来，即使是一个技术保

持领先的国家，也可能因此失去更快发展的机会; 对于技术落后的国家，一开始封闭，最先受损，但

国内的某些产业也可能因此获得发展机会，这是就具体而言的。总体来看，封闭市场，让世界市场

分割，最终会让全人类受损。因此，从财政的视角来看，就需要有对应的研究。政府如何服务世界

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财政在其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样的事情，在全球化程度不深的背景

下，是不会得到研究的。需求促进研究，时代命题推动研究。
数字财政是新问题。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国家治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不能熟视无睹。

财政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如何进一步优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财政国库管

理的现代化，让许多过去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财政支出执行，政府间财政关系也面临新的变化。
直达机制对中间层级的财政有什么新要求? 直达机制又进一步提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问题。数字税收问题同样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六、结 语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学习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史，就是要把握财政事业发展

的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财政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转化为解决实际财政问题的能力。以大历史

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大势( 中国历史研究院，2021) ，更进一步把握财政发展的规律，对照现实，

创新财政理论，按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加快推进中国财政学的构建，对于财

政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是当仁不让的战略任务。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国财政理论工作

者摆脱苏联财政理论的束缚，对财政本质和职能等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逐步形成了国家分配论、
剩余产品决定论、再生产理论、价值分配论、国家意志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学术流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后，双元结构财政模式和中国式公共财政理论应运而生( 叶振鹏、张

馨，1995; 张馨，1999) 。进入新时代，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理论也在逐步形成和

完善之中，需要对现代财税体制的理论源流进行探索( 高培勇，2021) 。构建中国财政学已经取得

了重要进展，但仍然需要实践的推动，需要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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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Finance under the CPC Leadership:
The Past and Outlook for the Future

YANG Zhiyo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100006)

Abstract: While reviewing the century-old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y about the theories and virtues of the Party，and thus to boost our self-confidence and
apply what we have learnt to the real world． Public finance under the CPC leadership is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arty's past． This paper looks back on the past century of the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finance
and draws important inspira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finance under the CPC leadership: ( 1 )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public finance under the CPC leadership; ( 2 ) how the Party overcame difficulties
facing public finance and gained more confidence in the course; ( 3) loyalty and professional expertise required
in developing public finance under the CPC leadership; ( 4) how to promote public finance to better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For public-finance researchers，to learn from the Party's history and apply
what is learnt to open up new horizons through concrete actions means that we need to further develop the
public-finance theories based on the reality and speed up to construct China's own public finance science as a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Public Finance，History of the CPC，Education on the CPC History，Fiscal ＆ Tax Ｒeform，China's

Public Finance Science
JEL: E61，E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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