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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刘斌樑

革、价格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政

府职能转变等稳步推进。

第五，注重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的决策和推进都是按照程

序依法决策、依法进行。在这个过程中，

将成功的经验、有效的做法以制定法律

的形式固定下来，变成国家意志和成熟

的法律。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2016年要

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

和任务，到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

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面对当前经济

进入新常态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

顺利推进改革，必须要重点处理好六方

面的关系。

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财政

体制改革的首要之举就是要理清政府和

市场、社会的关系，划清“为”与“不为”

的边界，把握“进”和“退”的尺度，权

衡好政府的“宽度”和“广度”。

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

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国家治

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理顺政府

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前置条件。合

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三大任务之一。

事权划分是支出责任划分的前提与基

础，只有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才能相

应界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支出责任

划分是落实事权的保障与支撑，要与事

权划分相适应。

三是推进改革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的关系。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围

绕发展推改革，不断优化财税体制，通过

发展解决改革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充分

释放改革红利，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四是总体设计和分步实施的关系。

既要注重总体设计、系统推进，增强改

革的整体性、协调性，又要突出重点、

以点带面、分步实施，准确把握各项措

施出台的实际、力度和节奏，在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

五是改革和立法的关系。十八届四

中全会《决定》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

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改革与立法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

有效手段，可以同步推进、统筹使用，

也可以分阶段择机使用。税制改革作为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体内容，更要注意处

理好改革与立法的关系，确保税制改革

既按照预期目标推进，又适应国情特

点、便于公众接受。

六是财税改革与相关配套改革的关

系。既要发挥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整体改

革突破口和基础支撑的作用，又要与其

他改革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确保各项

改革形成合力、顺利推进。概括起来讲，

就是要拓宽视野、着眼长远，始终从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上谋划改革、推进改

革，加快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

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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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眼全面深

化改革全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

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

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力推进。

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看，财税体制

改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

政制度安排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改革

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承担着全

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军使命，发挥着突破

口的作用。

第二，是与国情相结合的渐进式改

革。为避免新旧体制摩擦带来的经济社

会冲突，实现经济的平稳推进，我国财

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

路。这条改革道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设立具体目标，不断向前推进，呈渐进

式发展，不是突变，而是在原有的基础

上进行改革和完善。

第三，注重顶层设计。财税体制是国

家意志的体现，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

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

财税体制改革注重顶层设计，制定出总

体方案，按照方案由上到下逐步推进。

第四，注重与其他方面改革协调配

合。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各个

子系统存在互补性和结构耦合关系。为

妥善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和相

互配合问题，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基本

遵循边际推进的思路，随着国有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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