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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同“接力赛跑”，到了“十四五”这一棒，其基本目标任务就是根据新时代

“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在“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发展“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当然要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以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任务为主题和使命。

财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既集中体现于它同政府职能血脉

相连，是政府所从事的所有活动的经济基础，又集中体现于它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天然关联，系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为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十四五”的财政发展和财政工作，不仅要以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为主轴，致力于财政职能格局的适应性调整，而且要依托其特有的牵动作用支持和推进整个

政府职能格局的适应性调整。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十四五”的财政发展和财政工作，不

仅要以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格局为主轴，致力于实现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依托其特

有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支持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进入新时代之后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所制定的第一个财政发展五年规划，认识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十四五”的财政发展和财政工作当然要注重固本强基，

将聚焦点对准财政制度建设。不仅要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勾

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而且要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

列新时代新特征，以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仅要着力于为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财政制度保障，而且要着眼于为未来十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未来

三十五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财政制度根基。

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十四五”的财政制度建设，当然要从搭建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的

“四梁八柱”起步。以此为标尺，并且立足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可以纳入这一

系列的财政制度建设项目大致包括 ：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

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完善标准科学、规

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完善直接税并逐步提

高其比重，健全地方税体系，形成结构均衡、功能完备、科学规范的现代税收制度新格局 ；完善政府债

务制度，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现代财政制度一头连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头连着现代国家治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治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十四五”的财政制度建设，当然要依托于改革推动，以

改革作为根本途径。不仅要融入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操作联动，而且

要融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在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联动

中展开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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