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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及论证过程。相信这样的方式不

仅能够厘清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深

化对现代财政制度的理解，而且让各

界更加充分地领略到，新时代中国财

政人乃至关心财政的各方，对这一宏

大命题的全面思考和系统推动。

《中国财政》所呈现的现代财政

发展脉动有着丰富的细节。对具体的

财政热点问题追踪，《中国财政》从不

缺席。新中国成立之初，财经工作异

常复杂严峻。掌控国民经济运行、实

现综合平衡是当时财政的核心工作。

《中国财政》通过推广传播各地财政工

作经验，尤其是财政与其他社会建设

实践结合的经验，丰富并指导了财政

管理的落地实施。这是我们党理论联

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在财政领域的具体

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对国家

分配论、公共财政论等理论问题的分

析，还是对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

资金直达基层等具体实践的探讨，《中

国财政》给出的先导性报道总能启迪

后续研究和实践的开展。

面向未来，相信会有更多人与我

们一道，继续关注《中国财政》中现代

财政的发展脉动。

首先，做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下的

财政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

在《中国财政》感受现代财政发展脉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

2021 年是《中国财政》创刊 65 周

年。一本杂志的影响可能体现在很多

方面。但对于从事学术和政策研究的

人而言，《中国财政》提供了一个观测

大国发展的窗口。更进一步说，借此

我感受到了中国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进程中的脉动。

《中国财政》所呈现的现代财政

发展脉动是整体性的。现代财政制度

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基础和重要支柱。把现代财政制度的

理念、内涵和框架，通过学术表达和

新闻宣传相结合的方式传播开来，已

成为《中国财政》近年来的一个重要

特色。事实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是

什么、如何进行功能定位、又如何在

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中国财

政》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决策者、学者

和管理者在杂志上分享了从宏观到微

观，从学理到实践，从探索到争鸣的

征文——砥砺初心  共创未来

上。在目前教育条件下，大体而言 24

岁之前为学习阶段，25—60 岁为工作

阶段，60—80 岁左右为老年生活阶段。

职工参加工作的平均周期为 35 年，此

期间应保持养老金缴费状态，考虑到间

断性工作等因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的最低缴费年限应不低于 25 年。

四是加大对延迟退休的养老金激

励。影响个人退休决策的关键因素之

一是养老金待遇激励机制，国际通行

的做法是“精算激励中性”。从 OECD

国家看，许多国家对延迟退休的养老

金奖励点数达到了 6%—8% 的水平。

表 3 测算可以看出，对于我国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制度而言，目前的退休激

励政策存在着“诱导短缴”的负向激

励，即在缴满 15 年的条件下，向后延

迟退休的年份收益递减。以典型参保

个体为例（个人工资收入等于社会平

均工资），缴满 15 年，多缴一年养老

金待遇增长为 6.9% ；而缴到 35 年时，

多缴一年的收益则降到 2.8%。为提升

制度的激励性，减少延迟退休的改革

阻力，建议改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 ：职工达到最低

退休年龄后，每延退一年计发点至少

要增加 6%。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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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

节点，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统

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财政安全是经

济社会平稳运行的保障。在外部环境

复杂性增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情

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了韧性，

相信中国财政也可以保持韧性。这是

国家能力和财政能力的体现。

其次，更好发挥财政在宏观治理

中的作用。1998 年中国首次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之后，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发挥。除了规

模扩张，我们也在摸索财政政策提质

增效。这是新时代对财政工作的更高

要求。同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区

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就业

政策等宏观政策的关系度愈加紧密，

需要进行政策协调的呼声较高，但难

度也很大。现代国家的财政政策定位

于在经济下滑时能够在短期内兜底经

济运行，发挥快速稳定剂功能 ；而在

经济企稳之后能够发挥结构调整的作

用，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再次，财政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

功能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

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为

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财政

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在实

施减税降费、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肩负重大     

职责。

最 后，财 政 在 新 发 展 格 局 和 服

务高质量发展中的转型。新发展格局

下，财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进一

步明确。2012 年以来，财政探索面向

创业创新的激励制度。而推动经济全

面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强化财政在支

撑重大工程、基础研发和战略新兴领

域的作用。这在财力上移、省以下财

政面临压力的情况下，需要更加稳妥

地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

真心期待《中国财政》越办越好！

财政学人的初心和使命召唤我们为中

国财政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责任编辑  李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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