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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建设大国财政
 

  郭代模

今年2月25日至3月1日，人民日报连续五天就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发表评论员系列文章，振聋发聩，在国内外产生
强烈反响。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是马克
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习近平同志治国
理政、强军富民、立党为公的新创造。

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目标，被定位为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动力，被定位为实现中
国梦的“关键一招”；“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举措，被定位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
翼、车之双轮 ；“全面从严治党”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保证，被定位为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由此可见，

“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
开拓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而“四个全面”形成一个全
面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相互关联、互相依托，相互制约、互
相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围绕协调推进这个主题，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
系，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

“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必将激
发全党全国人民实干兴邦的巨大热情和自觉行动。对此，全国
财政系统在认识上要有新的提升，在行动上要有新的创举，一
句话，就是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建设大国财政。

建设大国财政，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之义。众
所周知，“四个全面”无论从总体考察还是从每个“全面”的个
体考察，都与财政密切相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具有重
要支柱作用。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家预算是一个
重大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
的范围和方向。”每一个“全面”的推进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都要有财税制度的安排，财政法治建设的跟进，而且要着眼于
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建设大国财政，一定要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服务。为
此，要深化对财政本质职能的科学认识。一方面要从本质上深
化财政与国家关系的认识，担当起国家赋予财政的历史使命，
也就是说，大国财政体现的是国家财政的本质和民生财政的性
质 ；另一方面要从职能上深化财政与国家政府关系的认识，发
挥好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制度安排和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
也就是说，大国财政具有发展财政、改革财政、创新财政的基

本特征。因此，把深化财政本质职能的认识落实到财政改革与
发展上，就是为国家治理服务，为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服务，关
键是正确处理好财政与发展、与改革、与法治、与党建的关系。
这就要求我们在服务“四个全面”中努力建设大国财政。

建设大国财政，一定要优选发展目标。“四个全面”的中
心是发展，在新常态下就是确保中高速增长和中高档水平，
即较高速度和更高质量的统一。要积极稳妥地为“双中高”发
展服务，就一定要优选大国财政的发展目标，这就是建立一
个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为此，必须在我国财政经济新
常态中求稳固，求平衡，求发展，求强大。

建设大国财政，一定要紧抓改革重点。“四个全面”的关
键是改革，是确保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各方面改革的全面协
调推进。为此，财政要围绕建设大国财政和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这两大重点，努力建设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
度；建立健全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 ；调整并建立中
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建设大国财政，一定要推进依法理财。“四个全面”的保
证是法治，是确保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财政落实依法治国，关键是实行依法理财。就是严格按照宪法
的要求和“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
预算、提高效率”的思路，努力建设法治化财政，使各种利益
主体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使政府和市场、社会有序协调运转。
从而从根本上杜绝“跑部钱进”，铲除寻租腐败产生的土壤。

建设大国财政，一定要强化党的政策指导。“四个全面”
中党的领导是统领，党的政策是根本。财政政策既要体现党
的政策要求，又要体现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为此，一定要
实行结构性财政政策。所谓结构性财政政策，就是体现国家
治理战略要求的、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调整需要的、
既有重点又有兼顾的、有促有限有保有压的结构性政策。这
是由财政的本质特征与调节职能决定的，亦是由历史经验所
佐证和“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要求所决定的。政策的实行，一
定要结合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需要、结构调优需要、
利益调节需要，从而使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威力。

建设大国财政，一定要主动适应并积极引领新常态。当
前，财政部门既要深刻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
征，又要与之相适应，真正把握财政的新常态。在财政运行趋
紧，收入增长趋缓，支出增压趋强，赤字比例趋升，绩效管理
趋严，财政质量趋好的新常态下，应该实行与生产方式的转
变相适应，与结构调整的优化相适应，与“四个全面”的推进
相适应的财政发展战略和财政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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