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提出的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意义重大。在这些举措中，财税体制改革是“先行军”、

“突破口”需要统筹推进。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地位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不仅与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部署一脉相承，更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凸显了财政对于国家发展的不可或缺

性，意味着财政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概念，更是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为我国的财

政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要求更高，其目标是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

度。这一目标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系统改革的要求，不再是局部的调整和优化，而是从整体上对财政制度进行全

面的审视和重构。

首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至关重要。将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

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这一举措从某种意义上凸显了大财政体系建设的重要性。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整合和利用各种财政资源，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为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更有

力的支持。

其次，建立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强调了税收制度的关键作

用。加强税收征管改革，能够确保税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可

以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推动产业升级，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意义深远。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

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与事权的匹配程度，能够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这有利于地方政府

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减少地

区差距。

第四，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强调了中央财政事权的重要性。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

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这一做法不仅可以更好地保障国家重大政策和项目的实施，还能减

轻地方财政压力。同时，明确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为地方财政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空间，使其能

够更加专注于本地的发展需求。

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改革内容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制度保障。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能够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益，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描绘了清晰的蓝图。我们要坚定信心，积极行动，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使其更好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确保

改革的顺利推进。同时，要密切关注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以保障改革的成效。要

充分发挥财税体制改革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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