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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尊重财政规律，让财政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财经智库》《财贸经济》副主编  杨志勇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回首百年，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一

直高度重视财政事业的发展。不同时期，财政或直接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或为经济建设提供间

接支持，支撑起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最近四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经济奇迹，走出了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以人民为中心，得到不断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财政实

力大为增强，财政收入从 1950年的 62.17亿元增长到 2019年的 190390.08亿元（2021年财政收

入预算数为 197650亿元）。财政收入规模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领导下的财政事业取得的辉煌

成就。更重要的是，财政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的作用不断地得到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有财政的贡献，

实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财政将同样发挥积极作用。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用历史照进现实、远观未来，踏上新征程，我们深知，财政事业前进

道路仍有艰难挑战，需要进行伟大斗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技术革命和全球化，面对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体系深刻变化的新动态，党领导的财政事业沿着既定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

前进，回应一系列重大问题，更好地利用好财政政策空间，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就能在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应有作用，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财政收入的充分筹集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 

    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主要是为革命事业筹集经费，为

新中国的成立提供财力保障。同时，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的立场，提出一系列财税政策主张，如

反对苛捐杂税等等，为人民谋福利。 

    1949年 10月 1日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的是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的局面，百废待兴，百业待

举，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同时，新生政权需要为财政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经费。财政经费的筹

集必须基于发展变化了的经济环境。新生政权所覆盖的城市经济范围越来越大，这就提出了一个

如何从城市经济获得财政来源的问题。相应地，城市税收问题得到重视，新生政权提出提高城市

税收收入比重的目标，在实践中，城市税收成为第一重要的财政收入形式。统一税政，做好税收

征管工作，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筹集。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收入的充分筹集支持了政权的正

常运转，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计划经济下，财政服从计划，为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融资。通过压低各种成本费用，国家财政集中尽可能多的资金，为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筹集了大量

资金。这一时期，财政管理积累了一些经验，如量力而行，量入为出，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数据，

如“二三四”比例关系。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更加注重财政收支平衡，走向“无债一身轻”，1968

年中国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事业也遇到了一定挫折，这与配

置资源方式的局限性有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了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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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调控能力逐步提高，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就此起步。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党

领导的财政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1980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制，大大调动

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也出现了“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等现象，“振兴财政”的口号也因

此喊出，但这总比连“富”都没有强。财政分配的基础是财富，只有做大蛋糕，才有更多的蛋糕

可以分。 

    1983 年和 1984 年的两步利改税，促进了较为规范的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的

形成。1994年税利分流，更是进一步规范了财政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财政体制从财政包干制走向

分税制，形成较为规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两个比

重”，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后一般称占 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

入的比重。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增值税成为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征

税，促进专业化分工，释放出更多的市场活力。可以说，1994 年的财税改革，奠定了后续 20 多

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提高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为市场作用

的发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这一时期，财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1995 年预算法生效，2000 年部门预算和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改革的起步，让中国的预算和国库管理现代化进程加快。“预算外资金”终于成为历

史，后来经过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管理取而代之。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涉外

税制建立起来，并最终走向中国的国际税收管理。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公债恢复发行，而且

成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宏观经济调控一直都有，市场型宏观经济调控在 1992 年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之后就呼之欲出。市场型财政政策逐步取代计划型财政政策，特别

是 2008 年积极财政政策迈出步伐。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从形式上看，主要

在于扩大国债规模，实行国债转贷，拉动内需，积极财政政策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稳定

经济立下汗马功劳。后来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总体上看是中性财政政策。

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实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并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时期，市场化改革呼唤公共财政。财政收入中企业收入占比快速下降，税收收入成为最

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的占比逐步下降，公共服务支出增加。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更是加速了公共财政改革的步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需要构建

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框架。随着公共财政观念深入人心，公共财政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2年随着十八大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

断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得到不断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财政新定位，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改革的目标就是

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由此，财税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财税改革

所涉及的远不止经济问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与财税改革

都有密切关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三项内容是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预

算是国家财政的中心内容。预算是财政收支计划，是财政资源配置的外在表现，是一个重要的公

共经济问题；预算资源的配置构成是决策过程，预算是公共政策的载体，体现社会政策；预算资

源配置直接决定政府在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之大小。特别是，预算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

是互为条件的，预算改革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又为预算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预

算改革既是技术问题，又是相关决策问题，这决定了预算改革必须有技术保障，同时还要与全面

深化改革相匹配。技术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最便捷的提高预算管理技术水平的方式是

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同时还要立足国情，发展适应国情的预算管理技术。 

    关于预算改革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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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进一步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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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改革不仅仅强调规范，而且强调科学性，强调预算的绩效。预算法 2014年修订，2021年 4月

1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发布，加大预算

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规范预算支出管理，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严格预算编制管

理，增强财政预算完整性；强化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力；加强风险防控，增强财

政可持续性；增强财政透明度，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挖掘潜力、释

放活力。 

    关于税制改革的目标，最简单的表述莫过于建立现代税收制度，这是套用“现代财政制度”

的提法。什么是现代税收制度？这并无标准答案，但多数人会从宏观税负、税制结构以及税收在

财政、经济、社会、宏观经济稳定中的功能作用进行表述。目前对于中国来说，在积极财政政策

力度需要加大时，全面减税是主流，而当减税降费达到一定水平后，减税降费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这就转向稳定税负，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强调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2019年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建立起来，同时确立了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个人所

得税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强调，有助于收入分配目标的实现，同时个人所得税的现代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现代税制离不开间接税。间接税制的完善也很重要。营改增试点从 2012年开始，到 2016年

5月 1日进入全面试点阶段。随着印花税法的通过，中国已经有 12个税种完成了立法任务，税收

的法治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现代税制的完善还在进行中，如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规范化的目标，是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让公共服务得到更

有效的提供。央地财政关系的规范化存在一定难度。这些年来，在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匹配上，相

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化，从最低层次入手，是各级财政的可持续性

问题，接着才是发展。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工作，是在保基层

政府的正常运行，这可以理解为保障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是向公共服务均等化迈进的一项重要

工作。各地政府财力差异较大，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公共服务的差距，但不能因此就“鞭打快牛”，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行不悖，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断得到完善，扩大一般性转

移支付，大幅度压缩专项转移支付，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财政直达资金机制的建

立，让财政政策的成效更加明显。 

    随着财政制度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财政制度将日趋稳定，财政政策的作用将因此得到更

充分的发挥。 

    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带来的挑战，积极财政政策更是提质增效，大规模减税降费，促

进了“六稳”“六保”任务目标的完成和实现。 

    在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财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股

力量。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都有财政的大力支持。污染防治，这不仅仅表现在环境保护税的开征上，而且财政斥巨

资治理环境污染，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新鲜，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地方债风险一直广受重视，

地方债限额的设定，一方面赋予省级地方政府发债权，同时限定额度，有助于地方债风险的防范；

另一方面，清理规范地方隐性债工作也在进行之中。地方债风险是地方财政金融风险的交汇点。

防范地方债风险，本身就是在防范重大风险。 

    在新时代，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取得的进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财政管理技术不断取得进步，

财政国库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有财政的力量，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同

样需要财政的支持。 

    遵循财政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财税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新发展

阶段，发展仍是头等大事，财政理应在促进发展上狠下功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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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财政促进高质量发展仍大有可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在财政工作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要实现国内大循环

与国际循环的有机衔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加快转变为现实，以更有利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

提供。当下，已有一百年历史的国际税收秩序正需要重塑，以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

的挑战，更好地落实各项应对 BEPS的行动计划。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新的征程上，我们要以史为鉴，更加坚定、更

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党领导的财政事业所形成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制度，

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事业。推进财税治理的现代化专业性很强，需要尊重财政规律，需要科学

决策，需要民主决策，需要依法决策，实现科学、民主、法治决策的有机协调。唯有如此，财政

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的目标就会实现，财政在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作用就能得到充分的

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