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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绚丽的画卷是改革 
最珍贵的实践是创新
——《财政改革再出发》序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

“分灶吃饭”和大包干体制。1994年的

分税制改革，是财税体制的一次“大手

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产

生了奠基性的影响。

任何改革都是由风险和危机推动

的。分税制运行20年来 ，为市场化改

革提供了重要支撑。但随着条件的变

化，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也逐步

显性化。当前面临的财力与事权脱节，

地方债务风险累积，转移支付绩效不

高，诸如此类问题都有待于通过改革

来解决。而在“三期叠加”转向新常态

的条件下，不确定性因素扩大，经济增

长动力减弱、产能过剩严重、金融风险

增加、利益矛盾凸显、人口老龄化加

剧，财政面临的中长期压力前所未有。

新一轮财税改革是在经济、社会以

及资源环境多重风险叠加的背景下启动

的，财税肩负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使

命，踏上新征程，正如书名所表——“财

政改革再出发”。

如果说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目

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体制框架，那么，当前进行的财税

体制改革，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其

影响范围更广、牵涉利益更多、遇到阻

力更大。

怎样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财税改革并非解一时之

弊，而是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中

央提出了“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

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

率”24字总要求，目标是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改进预算管理

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与支出

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改进预算管

理制度是基础，要先行 ；完善税收制

度的改革涉及面广，逐步推进 ；改革

财政体制则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因为

它不仅涉及财权、财力的划分，还涉及

事权的调整 ；不仅是中央与地方的财

政关系重构，而且还包括地方财政体

制的调整。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财政的每一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其

复杂性与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如预算

制度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改革的另一面，

涉及政府各个部门的权力与利益的调

整。若是改好了，可以促进政府职能加

我和建新同志是老朋友，他调到财

政部工作时，我们就认识了，工作上有

不少接触。后来，他到部科研所读博士，

我们的交流更频繁，并经常就一些问题

进行探讨，对他的了解也更深入。他是

一个善于思考、求真务实、雷厉风行的

学者型领导干部。

新书付梓之际，建新同志邀我作序，

作为多年好友，作为湘籍学者，为本书

作序实属一件乐事。

我国已经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以改革去痼疾，以改革促发展，以改

革惠民生。财政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突破口。全面深化改革是整体性的

改革，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需

要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

场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

各方面的转型发展。而财税深涉其中，

介入到方方面面。财政改革既可以为

其他改革提供支撑，又可以为其他改

革提供牵引，甚至还可以倒逼一些方

面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税体制历经多

次调整，大体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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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转变 ； 若是搞糟了，可能陷入部门纷

争和扯皮之中，内耗丛生，导致改革停

滞。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都是一

场比一场更复杂的改革，都会牵动社会

各方面敏感的利益神经，财政改革的阵

痛无可避免。

湖南作为全国财政改革分战场，

要如何打好这场硬仗？建新同志这本

书给出了很好的诠释。这是他深耕财

政、推进改革的结晶，也是他求真务

实、勇于创新的成果，部分内容已形成

制度、付诸实践，部分内容仍在探索，

还有部分内容是他对改革的一些设想

和思路。

综观全书，有三大特点 ：

科学性。一方面，中央政策吃得

准。湖南财政改革的思路与实践，严

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决

策与部署，比如，推进预算管理改革、

“营改增”试点、煤炭资源税改革等方

面 ，与中央精神一脉相承。另一方面，

省情实际把得准。湖南财政改革，扎

根现实土壤，突出问题导向，对症下

药，比如，针对非税收入占比高这个

问题，狠抓收入质量，提出了构建科

学有序的收入管理机制这一特色内

容 ；针对人口大省、财政穷省这一现

实制约，突出了财政资金管理机制的

构建，论述深刻。

系统性。横向上，全书从把握改革

大势、创新预算管理、完善税费制度、

公平财力分配、共建财政文化等方面谋

篇布局，紧扣财政改革的要点、难点进

行阐述。同时，强化与其他改革的联动，

推动构建协同机制，以期形成全面深化

改革的同频共振。纵向上，湖南已经形

成省、市（州）、县（市区）三级联动的生

动局面，将“自上而下带动”与“自下而

上推动”有机结合，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

创新性。全书关于财政改革的思路

与实践落点实、亮点足。比如，加大预

算公开力度，推行“三晒”公开，极具

彻底性 ；加强债务管理，在全国率先

出台政府性债务管理实施细则，建立

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预警机制 ；构建“六

位一体”财政运行管理新机制，形成

科学高效、规范透明、有序运转的“闭

环”，理顺和完善财政支出分配机制 ；

探索PPP模式，探索基金模式发展养老

服务产业，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

应，吸纳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公共服务

供给，等等。

全书语言清新活泼，极富生活情趣，

从标题到内容均让人耳目一新，比如，

“政府举债不能任性”，“开创‘夕阳产

业’的朝阳前景”等标题，语言活泼、形

象贴切，严谨中不乏幽默，读来轻松又

发人深省。

书中适当穿插《观点•声音》 《延伸

阅读》等小栏目，让书的内容更加丰满，

可读性、启发性更强。

全书总结了建新同志二十多年来对

财政工作的感悟。“财政工作是门艺术

活”，是他传递给广大财政同仁的经验

法宝 ；“真实、真情、真干、真诚”，是他

对自己和广大干部职工提出的严格要

求，体现了他的思想境界、责任担当，

至真至纯之情，溢于言表。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湘人素有“敢

为天下先”的文化传承，建新同志任职

湖南，定能带领湖南财政同仁，大胆探

索、勇于创新，为全省后发赶超、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增添更大动力。

祝愿美丽的家乡越来越繁荣，祝愿

家乡父老日子越过越红火，也期待湖南

财政改革再续新篇。

责任编辑  黄悦

《财政改革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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