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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广大财政干部职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部署和重大

决策，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扎实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财政收入规模逐步扩大，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持续推进财

税改革，建立和完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全国财政收入规模不断跨上

新台阶。1978—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加到51322亿元，增长了44倍，年均增长

14.1%。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1978年的1132亿元，突破1千亿元大关历时28年；再

到1999年的11444亿元，突破1万亿元大关历时21年；而从1万亿元到5万亿元，历时仅8年。2007

年一周的财政收入约1000亿元，接近于1978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整体实力不断壮大，

增强了综合国力，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财政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财政宏观调控方式随着市场化进

程不断探索创新。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财政宏

观调控方式相应改革的步伐加快，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

债、贴息、转移支付等多种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993年，为抑制通

货膨胀，对当时的经济过热现象进行治理整顿，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6年国民经济

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

机带来的外需不振及国内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果断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促

进了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2005年，针对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农业等薄弱环节

亟待加强等问题，实施了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

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增长较快、结

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2008年10月份后，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施了积

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减免税收，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增加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重点支出，对促

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财政宏观调控实现了由被动调控向主动调控、由直接

调控向间接调控、由单一手段调控向运用组合工具调控三大转变。这些转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 

  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优化，促进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财政加大了对农业、科技、教育

等领域的投入，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增

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要求，财政保障逐步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经营领

域的投入，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对

“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党的

十六大以来，财政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大

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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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地区、基层和群众倾斜，着力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2003—2007年，中央财政用

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1.6万亿元，年均增长17.8%，地方各级财政也相应加大了投

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全国财政

对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累计分别达到2.43万亿元、1.95

万亿元、6311亿元和3111亿元，分别年均增长18.6%、14.9%、24.4%和16.5%，比上一个五年分

别增长1.26倍、1.41倍、1.27倍和1.3倍。2007年，全国财政对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

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与传媒、环境保护的支出合计达到1.82万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

出的36.6%。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政策全面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实施，廉

租住房保障制度基本建立等，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促进了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初步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财税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为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94年，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

实施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工商税制改革，搭建起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框架，建立了以

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税收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近年来通过实施所得

税收入分享改革、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激励约束机制和

建立转移支付制度等，不断完善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取得显著成效。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

制初步形成，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1993—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由4349亿元增加到51322亿

元，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速高达19.3%；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12.3％提高

到20.6%。1994—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9%，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实现了

“双赢”。中央调控能力增强，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1993—2007年，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

政收入的比重由22%提高到54.1%，但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9.7%下降到23%，

中央财政因改革集中的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财

政转移支付快速增长，为中央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提供了保障。1994—2007年，中央对地方财

政转移支付总额由550亿元增加到14017亿元，增长了24.5倍，地方本级支出来源于中央财政转

移支付的比例由13.6%上升到36.6%，其中，中部地区由15.8%上升到50.8%，西部地区由21.6%上

升到56.8%。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建国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

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制度创新，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规范

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均衡了财力分配，初步建立起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同时，税制改革稳步推进。按照“简税制、宽税

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不断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及时调整了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统

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开展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等，强化了税收调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职

能作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顺利实施。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

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深入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开始试

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点进展顺利。财政超收收入使用办法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不断

深化。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全面取消，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共减轻

税费负担约1335亿元，年人均减负140多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实施。特别是建立了国家统

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以及比较规范的津贴补贴发放制度和监督制约机

制，规范了收入分配秩序。 

  财政科学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财政运行日趋规范。财政部门按照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要

求，积极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努力提高财政管理效能。财政法制逐步健全，《预算

法》、《注册会计师法》、《企业所得税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多部财政法

律、行政法规相继颁布；《企业财务通则》、《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等一大批财政规章公布执行。财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财政法制宣传教育有序推进，广大财政



干部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财政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水平明显提高。预算管理不

断规范，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加强。预算编制与执行互动机制基本建立，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

系不断完善。国债余额管理和国库现金管理稳步推行，支出标准体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等各项基础管理工作持续强化。会计、审计制度等基础建设加强，以《会计法》出台及

1993年、1999年两次修订为标志，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通过组织实施会

计准则国际等效工程和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程等，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与国际标

准趋同的会计、审计两大准则体系，进一步完善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财务会计制度体系。财

政监督机制逐步完善，逐步改变了以“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等为重要手段的监督管理方

式，初步建立了实时监控、综合核查、整改反馈、跟踪问效的财政监督机制；坚持事前审核、

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加大对重大财政政策执行和涉及民生资金的监督力度，严肃查处

各类财政违法行为；自觉接受人大、审计及社会各方面监督。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

成功开发并应用了预算管理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系统等业务系统，建立了预算编制、集中

支付、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和工资发放等基础数据库，形成了覆盖财政资金运行的总体框

架。这些措施逐步将公平、公正、公开、规范、透明、效益等公共管理原则，贯穿于财政运行

的全过程。 

  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财政部门顺应我国对外开放

的新形势，积极开展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欧财金对话、中俄及中

日财长对话等双边财经对话与合作机制，发展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财金合作。利用

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促进我国与周边

国家的经济融合。参与西方七国(G7)财政及央行部长级非正式对话、四国集团财长会（G4）、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亚欧财长会等多边机

制和论坛，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切实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有

关机构的合作。截至2007年底，我国利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累计签

约额1223.27亿美元，累计提款额为1079.26亿美元，还累计获得国际金融组织赠款28亿多美

元。利用上述贷款、赠款支持建设项目达2848个。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拓

展，服务了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财政宏观

调控不断改善、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健全、财政管理水平和干部综合素质不断提升的30年。财政

改革发展的成绩，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

大成就，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回顾过去，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任

重道远。各级财政部门将更加努力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对财政工作的各项要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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