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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财

政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并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财政理论与

实践的创新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

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奋斗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财政理论与实践创

新如何回应时代需求，如何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回应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何

回应新常态所指向的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同

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不

断强化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高度重视本科教材建设，

要求不断提升本科教材质量；高度重视本科思政教育，

要求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融入教材。为此，我国迫

切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创新财政理论

与实践，并反映到本科教材中来。西南财经大学马骁

教授和周克清教授主编的《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9 年版）正是新时代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创新结

合教材的典范。

深入研读《财政学》教材，至少有如下特点：

第一，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新时代财政理论的最新进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和重要支柱”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来，学界进

一步反思了国家财政论、公共财政论之间的关系。实

际上，自国家出现以来，所有的财政都是为实现职能，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存在的。换句话说，所有财政既是

国家财政，也是公共财政。只是在市场经济，财政的

公共性才真正取得独立、成熟、规范、完全的存在形式；

而所谓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就是在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

的基础上实现财政现代化，从而发挥对国家治理的基

础性和支撑性作用。

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二分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已经被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三分法治理结构

所替代，因而《财政学》教材主张努力处理好三个关系，

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之间

的关系，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时代财政实践的最新进展

比如，在支出方面，我国不断改革行政经费管理制

度，严控“三公”经费；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大教科文卫投入等民生性支出；不断加大公共基础

设施投入，努力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

品（PPP 模式）；加强农村发展支出，大力实施精准扶

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在收入方面，我国努力完善相关

税收制度，全面完成“营改增”并实现税率并档，个

人所得税制度实现从分类所得税制向混合所得税制的

转变并增加了相关专项附加扣除项目，资源税制度由

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等，并出台环境保护税制度等；

不断完善公债制度，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出台一系列

防控地方债风险的制度文件和措施。在财政管理方面，

我国不断加大财政公开与财政监督的力度，努力提高

财政透明度和财政运行质量；修订了预算法，建立一

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全口径预算制度，完善政府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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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科目体制方面，建立健全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

中收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在财政体制方面，我国

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优化政府间税收收入分权，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方面，我国近年来相继出台系

列财政宏观调控措施，努力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这些内容都需要在最新的教材中加以体现，也正好在

这本教材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第三，在财政专业知识体系中全面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思政

内容

以中国文化传统、经济背景和财政实践为基础，融

合当代市场经济下国家财政理论的合理成分，积极向

读者传递中国特色经济学观、财政学观和伦理学观。

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上，这本教材特别强调国家

富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民主的理念有效融

入专业内容。比如，第十二章分析公共决策时讨论协

商民主，第十三章分析参与式预算时分析预算民主等。

第五章分析了教科文卫支出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

探讨了社会保障和财政补贴等转移性支出对于社会和

谐的作用。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这本教材将法

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融入专业知识体系。比如，

将高等教育法、环境保护税税法、预算法、社会救助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成二维码供同学们参考。在公

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上，主张纳税人要诚信纳税，

从而将诚信观纳入财政学知识体系。

《财政学》教材强调运用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综合

运用多种方法加强对财政学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主张

财政保障政府存续和维护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秩序，

并进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努力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努力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效融入教材。

第四，全面更新了教材体例，有效提升了教材的可读性

《财政学》教材基本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

么样”“效果如何”的分析框架。其中 ,“是什么”阐

述基本概念，“为什么”展开理论分析，“怎么样”

描述客观事实 ( 实践特征 ),“效果如何”进行基本评价。

同时，重视运用专栏与二维码提供相关知识点及背景

材料。其中，专栏主要作为相关内容的辅助阅读材料，

二维码主要提供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部分知识

点。教材还对每章内容提供了即测即评栏目，帮助同

学们及时了解对主要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第五，全面配套慕课、练习题、课件、教案和案例等

教学资源

这本教材所匹配的中国大学 MOOC《财政学》课程

是四川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配套建设有相关练习题、

案例和阅读材料，以及相应的课件和教案等辅助教学

资源，是一本标准的立体化数字化教材。

做好一本财政学教材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是需要扎

实的财政理论功底和丰富的财政实践知识，需要对相

关知识体系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二是需要一份勇于

奉献的情怀和强大的内心坚守，在学界普遍重科研轻

教学的环境下要甘于坐冷板凳。当然，在财政理论与

实践飞速发展的当下，任何一本财政学教材都无法做

到十全十美。在我看来，每个章节如果能够有一些导

入材料，相关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相关专栏

材料更加接地气，读者可能更容易把握财政学的相关

知识点，并提升对财政问题的分析能力。总的来说，

这本教材是非常不错的，值得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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