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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大国财政的主要特征
郭代模

财政文化

务于国家的性质，由国家所主导并为国

家治理服务的。也就是说，大国财政的

国家性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

质。财政必须为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

利益服务，为国家的治国理政，国泰民

安，长治久安服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则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理

论的高度，从根本上摆正了财政与国家

的关系，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和重要支柱”。

（二）公共性是大国财政的管理属

性，亦或外在属性。这是由财政与国家

的管理类型或运行方式所制约的，是由

大国财政的理念，在国内外由来已

久。大国财政是大国和强大财政的有机

统一。大国不主要是看人口、国土面积，

而是看国家的综合国力、综合实力、综

合竞争力、综合影响力。大国财政是与

大国地位与作用相匹配的，以强大的财

力为基础的。与中国的崛起相适应，我

国财政发展到今天已经初具大国财政的

规模与实力，或者说，已经初具大国财

政的特征与功能。

可以说，大国财政是在国际间具

有雄厚原动力、强大竞争力和巨大影

响力的国家财政。我认为，大国财政兼

有六大特征，即大国财政的国家性、公

共性、发展性、改革性、结构性和开放

性。其中国家性是大国财政的本质属

性，公共性是大国财政的管理属性，发

展性是大国财政的基础属性，改革性

是大国财政的制度属性，结构性是大

国财政的规律属性，开放性是大国财

政的时代属性。

（一）国家性是大国财政的本质属

性，亦或内在属性。这是由财政与国家

的本质联系和内在联系所决定的，是国

家的基本制度决定的。无论财政亦或大

国财政，其本质的属性只能是服从或服

不富，全靠村干部”。于是，工作队形成

了一个共识 ：首要任务，就是下大力气

夯实基层基础，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仔细琢磨后，工作队会同村“两委”

班子梳理了村委会管理制度，有制度的

按制度办，没制度的重新建立。结合新

建立的村干部月评制度在村委会设立

“捐款箱”，针对会议迟到、无故缺勤、

工作拖沓、不遵守制度等，收取村干部

的“罚款”，每次捐款2元 ；相反，工作

突出、月评优秀的，当场奖励100元。头

两个月，“捐款箱”累计收到了300多元。

随后，金额开始下降，村干部的时间观

念和责任意识迅速增强。

工作队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三务公开”制

度，使党支部建设趋于规范化，常态化。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活动，邀请自治区

党校老师开展党课教育，为每名党员发

放一本维语党章，通过升国旗，上党课，

重温入党誓词，不断筑牢党员思想基

础。还注重培养年轻党员，发展和培养

80、90后入党积极分子，村里15名青年

积极要求入党,吸纳3人为入党积极分

子，壮大党员队伍。70多岁的老党员努

尔·司马义说 ：“村里的年轻人要求入

党的积极性这么高，这是以前没有的，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感到特别欣慰，党

的事业后继有人了。”2016年村“两委”

在换届选举中支持率达到了97%。

 “工作队让我们真正实现了从输血

到造血的转变，现在我的心里有底了，

我一定带领大家在致富路上走下去，让

多鲁吐格曼村的村民们享有更好的生

活……”村党支部书记吐尔逊江·伊萨

克兴奋地说。  

一年的驻村时间转眼过去了，马

上就是工作队离开的日子，村民们对工

作队依依不舍 ：“这么好的工作队，这

么好的队长，我们实在舍不得。”对工

作队来说，这也是一场讲不出再见的告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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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所

制约的。当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或市场

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并起决定

性作用时，财政的公共性特征就更加突

出。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一要正确处理和发挥好“两只手”的作

用，即正确处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

见的手”的关系。前者主要是政府调控

问题，后者主要是市场调节问题，使两

者有机结合才能彰显现代市场经济的基

本特征，强化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主体

优势。二要处理好大国财政的国内与国

外间的关系。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开放

的体系，是国际合作的经济，既有市场

经济的相互竞争，又有国际经济的合作

共赢。因此，财政的公共性既要体现本

国的国家利益，又要体现国家间财政关

系的补偿性和共享性。

（三）发展性是大国财政的基础属

性，亦或根本属性。这是由国家发展本

身的需要决定的，即第一要义、第一要

务的需要决定的。大国财政的发展性就

是适应我国发展需要而内在具备的根本

属性，财政也必须在促进国家发展中得

以发展强大，两者相互促进。从财政的

发展性考虑，财政不仅要在国家治理中

发挥基础和支柱作用，而且要在国家发

展中发挥基础和支柱作用。为此，财政

一定要遵循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

策，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

放事业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中国梦服务。财政要按照五大发展新理

念，为协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具体到财政收

支的管理中，要开辟财源，保持财政收

入相对稳定的中高速增长，要确保重点

支出，要合理节约支出，要兼顾民生与

发展支出，使尽力而为始终运行在量力

而行的轨道上。

（四）改革性是大国财政的制度属

性，亦或动力属性。这是由社会主义国

家与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即社会主义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国家在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不断通过改善生产

关系，完善其制度安排，以不断解放生

产力，使之与发展生产力相适应。因此

改革其制度不适应的方面包括财政制

度体制，是财政工作和财政发展的题中

之义。显而易见，财政改革既是当代中

国改革的突破口、先行军，又是事关各

种利益的分割与平衡的焦点和纽带。故

此，财政的改革性是当代中国大国财政

的鲜明特征，其具体特点是它的独特

性（本身的改革与支持其他多方面的改

革）、兼顾性（重点与一般、以及多方利

益的协调）和调整性（与新形势、新变

化、新要求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

方向已经确定，“既要取势又要取向”的

改革取向已经明确。随着“五位一体”、

“四个全面”的战略要求，国家治理的基

础支柱、现代化的要求，“五大发展新

理念”指挥棒的要求，以及全面深化财

税改革的要求，正确处理好生财聚财用

财管财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计划与市

场、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国家与

企业、建设与民生的关系，努力构建现

代财政制度。

（五）结构性是大国财政的规律属

性，亦或调控属性。这是由包括财政在

内的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其中最重

要的是有宏观调控的按比例发展规律。 

“五位一体”中的“五位”就是一种结构

配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

设既有相互的结构，又有各自的结构，

都有一种合理性要求，即按比例要求。

宏观调控主要是政府行为，主要是财政

的资源配置。既有初次的辅助配置，又

有再次的调控配置。这两者的配合就是

“两只手”的运用。但两只手的有机运

用，必须始终围绕发展的关键问题——

结构来进行。只有合比例的结构，才是

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良性循环

的最佳状态。所以，发展中的结构性调

整，体制中的结构性改革，调控中的结

构性政策，始终是人们认识规律，驾驭

规律，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理财能力的

根本性要求。

（六）开放性是大国财政的时代属

性，亦或合作属性。这是由国家发展的

必然性、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要求决定

的。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内部环境与外部

环境的协调与制约。随着我国大国经

济、大国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外交的

全面展开，大国财政所面临的任务与挑

战将更趋紧迫，财政的涉外性也必将在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展开。

如努力构建能使国家财政利益最大化、

能逐步更加关心国际财经问题的主权

国家财政。前者是确保国家根本或核心

利益问题，后者是跟进国际财经发展动

向问题。总之，财政的开放性要坚持中

国特色的自信性，维护国家利益的主权

性，体现国际合作的共赢性，坚持与时

俱进的调整性，从而更好地为国家治理

和全球经济治理服务。

（作者为原中国财政杂志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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