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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财政百年共识 开创时代发展新局
广东财经大学｜于海峰 葛立宇

回首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波澜壮阔

的征程，风云变幻、沧海桑田。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

的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

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诗。当前，我们回首过往、展望未来，

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

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作为专业

领域的学者或工作人员，需要结合自

身专业领域，分析好、继承好党在各

专业领域的宝贵经验，为未来的专业

实践和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财政发展的视角观察，这一百

年实际上也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把财政理论运用于领导革

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一百年。总体

来看，我们党对于财政使命的认识是

一以贯之的，即运用财政促进“民富

国强”，这其实也是我们党立党的初

心和责任，体现了我们党对民族和人

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财政人在历

史激荡发展中形成的基本共识。在党

的百年征程中，不管处于何种困境、

承受多大压力，财政始终是我们党履

行使命、实现承诺的坚强后盾。尽管

在道路上有过曲折、摸索中有过阵痛，

但党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在指引着财政

实践取得新突破，推动了中国财政不

断向科学化、法治化发展，成就了中

国共产党财政历史辉煌的一百年。

春秋迭易，岁月轮回。今天的中

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大国财政的实力

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但我们距离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还有差距，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今天依然需

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尤其需

要牢记初心，继往开来，砥砺前行。总

结我们党财政工作百年征程的历史经

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观察

和理解当前财政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现

实问题。

一是要始终坚持财政“以民为本”

与贯彻党的意志的辩证统一。我们党

的性质决定了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

是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就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

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

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财

政“以民为本”与贯彻党的意志是高

度一致的。在历史上，我们党的财政

工作始终都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始终都强调

要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核心利

益，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特别是

2021 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努力、持续奋斗，在迎来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们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党的理论和实

践充分说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始终是党领导下财政工作的奋斗

目标，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

的领导是财政“以民为本”“为民谋利”

的根本政治保证。

二是要始终坚持财政促进生产力

发展和尊重经济规律的辩证统一。社

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财政必须始终将

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心工作。

但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财政工作也

必须尊重和利用经济规律，既不能“无

所作为”，也不能“拔苗助长”。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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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经济

规律办事，是财政工作的性质、职能

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批

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基础

上，对于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

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有了一系列新的突

破和发展。例如，我们确定了公共财

政的职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财

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应该以实现财政

职能为目标 ；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对

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等等。这些

都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经济和财政运

行规律认识的深化。近几年来，根据

国民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党领导财

政部门实行“营改增”“减税降费”等

降低社会负担、提高人民获得感的财

税改革措施，对于优化我国营商环境、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这些措施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政策

效果就是由于财政理论本身遵循了科

学理论的指导，可以通过经济规律自

身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三是要始终坚持财政助力国家治

理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辩证统一。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坚持和重要支柱。

财政政策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政

策工具，这种工具性质上不仅具有内

政属性也有外向功能，对内促进经济

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对外能够切实

维护国家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安全。

就其内政属性而言，财政本质上是通

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履行国家

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体现为政

府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再调节。一

方面，财政资金保证了国家机关顺利

履行行政职能，有效贯彻党的大政方

针。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财政工具对宏观经济周期进行逆

向调节，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和

生产生活的良性秩序。就其对外功能

而言，财政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提供资金支持。近年来，为了维护中

国经济领域的战略安全，中国财政已

经开始全方位参与全球性公共产品和

服务的相关事务，通过设立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共建“一

带一路”等合作方式，将不同国家的

资源整合在一起，努力实现资源在全

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些举措无不

体现着我们党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战

略思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主

动履行大国责任，承担国际义务，有

利于中国经济的内、外良性循环，也

有利于发挥“大国财政”在全球治理

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四是要始终坚持财政集中力量办

大事和厉行节约的辩证统一。早在新

中国建立之初，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兼

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 ：财

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

合部门 ；财政工作一定要有财有政，

切不可有财无政 ；数字内包括轻重缓

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辩

证法思维指导下，财政部门集中资金

保障了一系列涉及国家战略安全、公

共安全、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重大

工程的顺利实施。新世纪以来的高铁

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航母

工程等重大项目背后都有财政资金在

发挥推动和保障作用。当然，财政资

金取之于民，也必须用之于民，一分

一厘都是弥足珍贵的。在财政资金的

投向上，我们既需要集中资金办大事，

解决大问题，满足大需求，也需要精

打细算、厉行节约，让每一分财政资

金都能充分发挥出功效。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

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

煌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在预算绩

效约束、政府采购管理、资产配置使

用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这

些举措必将从法治源头上进一步确保

财政资金能够开源节流、精打细算。

五是要始终坚持财政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理论创新来源

于实践，实践创新需要受到理论的指

导，这是辩证法带给我们党的行动法

宝。我们党在财政工作中，始终善于

从实践中总结和创新财政理论，并用

于指导新的实践。早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上就对筹集财政资金的

渠道进行了理论总结 ：一是向一切封

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是税收，

三是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他还指

出 ：税收要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把重

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强调要通过发展

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应坚持节省的方针。在新中国建设和

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

逐渐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理论成果。

在梳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在探究财政管

理、财政绩效、财会监督等体制机制

方面，理论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

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

一全新论断充分表明以往作为经济范

畴的财政已经上升至国家治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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