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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治理返本开新的源头活水

算收支活动聚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能

力，是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

对此，古今中外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和论述。从历史上看，被誉为“群经之

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很早就把财

政看作是圣人治国理政的根本，并提出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

辞，禁民为非。”北魏著名政治家苏绰认

为“国而无财，位不可守。”唐代著名改

革家、理财家杨炎指出“夫财赋，邦国

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

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

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

宋代著名散文家苏辙认为“财者，为国

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

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明代理财家丘浚

在《制国用议》中宣称“夫国家之所最

急者财用也。”现代国家观念的集大成

者、16 世纪法国思想家基恩·布丹强调

“财力资源是政府的神经”。20 世纪最受

推崇的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

彼特说 ：“财政要求是现代国家生活的

第一个标志。”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

思认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

税”、“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

一个概念”，恩格斯甚至形象地指出“赋

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由此可见，财政

能力是决定国家能否成功履行职责、实

现其意志和目标的重要保障。没有财政

收入的筹措，就没有财政支出的拨付，

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国家治理体系也就会成为空中楼

阁。古今中外的财政发展历史雄辩地证

明，低下的财政能力必然带来财政危

机，进而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甚至成为

是国家分裂、政权更迭的导火索。我们

要把财政看作是国家血脉，把财政能力

建设放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核心位置，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财力保

障和治理根基。

二、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基础架构

作为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

系，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科学规范、

有机链接、集成运作、高效管用的制度

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

制和法律法规安排。财政为庶政之母，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以延伸到政府任何部门，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

设等方方面面，而且能够起到支柱性作

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架构和关键

枢纽，关系着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幸福以及社会的稳定。我国古代

就有“洪范八政，食货为首”的精辟论

述。西方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和托

马斯认为“政府的财政需要永远是首位

的。……如果一项产权制度的创设和实

施能够更好地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它就

可能被创造出来。”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

登斯认为“在国家机器巩固过程中，法

□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马衍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

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

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

久安的制度保障。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

家对财政职能作用做出的最具特色、最

有分量的理论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对此专

门做了深刻论述，完全突破了仅仅从经

济学角度来认识财政的思想藩篱，并从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战略高度，升华了财政地位，创新了财

政理论，运筹了财税改革，不仅是国家

财政治理返本开新的源头活水，也是我

国迈向财政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

本标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事业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对

此，我们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认识

和理解 ：

一、财政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

的核心要素

财政兴则国家兴，财力强则国力

强。财政能力是党和政府执政的物质基

础和制度保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手里没得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毫无

疑问，财政资金是端在政府碗中的“一

把米”，财政收支和管理活动是国家权

力运行的重要表现，财政能力是通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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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和财政体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一步。”革命导师马克思认为“国家就是

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

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列宁指出“任

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

持下才会产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

计师邓小平同志强调财政应该“有财有

政，不能有财无政”。可见，财政是国家

的神经中枢，财政制度通过收支手段深

深嵌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中，是

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制度架构。当

然，目前的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还

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适应国

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总进程，加快形成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财

政制度，提高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

法理财水平，更好发挥财政制度效力，

最终实现国家财政治理的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

三、财税政策是发挥政府作用

的主要手段

古今中外的当政者都把财政政策作

为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

段。荀况提出“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

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王安石认为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

认为“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

所有余，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

苏绰认为“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 ；

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为政者，

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近代思想家

魏源认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

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剪韭乎，

日剪一畦，不罄不止。” 美国政治家小阿

德莱·尤因·史蒂文森指出“政府真正

基本的是政策，低劣的管理肯定会破坏

良好的政策，但是，良好的管理永远不

能挽救低劣的政策。”富兰克林·D·罗

斯福认为“历史上总有自由政府因为放

松财政政策而触礁。”熊彼特指出“社会

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

机”。美国经济学家阿图·埃克斯坦认

为“要了解联邦政府将要做些什么或已

经做了什么，看一看联邦政府的预算就

足够了。”大卫·N·海曼认为“政府作

为财政政策的一个部分，通过预算、获

取收入（包括发债）以及支出来调节经

济。其中预算是政府极为重要的财政政

策工具。也就是说，政府部门的经济行

为和财务行为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构成部

分，剩余部分就是私人和居民部门的行

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国家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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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

国家的政策，因为他规定政府活动的范

围和方向。”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提高，

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也日趋灵活和多样

化，遂使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呈现

出不断强化的趋势。历史经验表明，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合理财政政策和制

度设计，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平稳健康发

展。反之，如果财政政策运用不当，也会

出现负面的效果。如许多拉美国家过度

依赖赤字政策，通过举债增加公共投资

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再通过发行大量

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结果政府投资效率

低下，通货膨胀严重，不但维持不了经济

的高速增长，反而导致经济迟滞不前。在

现代社会，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和

实现治理的重要工具，通过预算、税收、

公债、补贴、投资等政策工具的使用，“熨

平”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经济稳定。我国

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和政府治理难题是

快速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既不能用

过去的老办法来解决，也不能用激进的

制度变革来解决。解决政府治理能力滞

后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重构的过

程，不应该简单地看作是应对社会矛盾

和冲突的权宜之计。

四、开展财经对外交流合作

是重塑国家形象的战略工具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着

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国内处于结构

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

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从国际上看，世界

日益成为“地球村”，全球经济深度调

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为争取资源和

市场各国外交政策正在“升级换代”，开

展财经对外交流合作在国际贸易主导

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地位和作用备受青

睐。为此，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世界命运共同体”和“重塑大

国形象”的战略思想，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权益，在发挥传统外交

手段作用的同时，更积极地利用财经手

段达到对外战略和政治目标，通过政经

并举的策略开辟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

支撑的新局面，以期达到“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

的。这就要树立大国财政理念，把握好

国际财经大势，做好财经对外交流与合

作，切实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

权益，为经济社会发展拓展更大的外部

空间。应该稳步推进周边经济合作机制

建设与全球自贸区建设，更加借重金砖

机制、G20 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中国

东盟等多边平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设立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

济走廊等重大合作倡议，深化两岸四地

自贸区合作、加强周边自贸区建设、加

快能源资源富集地的自贸区建设、建立

全球自贸区网络。特别是 TPP( 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议 )、TTIP( 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协议 ) 谈判是全球现有标准

最高的自贸区谈判，涉及竞争中立、劳

工标准、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等诸

多规则，很可能引领未来国际贸易投资

规则走向，因此，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扩大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预防

TPP 与 TTIP 的不利影响，维护和增进

国家利益，放大正面联动效应，防止和

减少负面外溢效应，塑造国家形象，展

示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

任大国形象，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热点

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切实维护国际公

平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方向发展。

五、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第一引擎

纵观古今中外，财税改革历来都

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是破解

许多重大问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美

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指出

“通过对财政政策的考察，我们可以听

到世界历史的惊雷，因为税收政策和预

算政策是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迈克

尔·曼的表述最为经典 ：“国家成长与

其说是有意识扩张权力的结果，不如说

是为了避免财政崩溃而竭力寻求权宜

之计的结果。”马克思一再告诫我们 ：

“如果我们不希望暴力代替科学，我们

就不能失去时机，必须立即实行财政改

革……税收几乎是我们社会赖以存在

的唯一基础……我们却竭力到九霄云

外去寻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 ；最重

要的改革就在税收里。你们一找就会找

到。”我国财税改革历来都是经济体制

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者。1994 年财税

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与市场经济体

制相适应相匹配。这次财税改革中财政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应

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不

是某一个领域的改革，也不是某几个领

域改革，而是覆盖全部、牵动全面，从

而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升到一

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称为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制度创新的

交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行财税体

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

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不

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也与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财税体制的

功能已经不单纯是一般意义的政府收

支活动，也不单是经济领域的某一种活

动，它已经跳出一般意义上政府收支的

范畴，拓展到要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维

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保证国家

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重要作用，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具有“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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