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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讲到，初心和使命是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不竭动

力。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2019年，我国人均 GDP突破 1万美元，2020年，我们迎来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接力赛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

百年奋斗，奋斗百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制度一直都是国家政权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撑。服务国家发展，始

终是财政的初心和使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被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现

代财政制度体系逐步健全，财政服务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2019年，财政围绕新发展理

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仅大规模减税降费一项政策就为全社会减负 2.36万亿元，超出原定规模

的 18%，数千万家企业和数亿人民群众获得了积极财政政策红利。

财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和财政政策的广受瞩目，为财政类期刊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地

方财政研究》作为聚焦于财政的小小平台，始终秉持着服务地方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初心，立足地方

本源，围绕中心工作，发挥研究专长，服务财政实践。2019年，《地方财政研究》通过精心组稿和专题

策划，总结回顾新中国财政 70年的历史变迁，深入研究如何将减税降费落在实处，系统剖析财政支

持新动能的思路与要领，着重探讨基层财政的解困路径，数十篇文章被转载索引，许多政策建议为

财政一线提供决策参考，不仅浇灌出了学术研究之花，也培育出了社会效益之果。

因应着时代发展的风潮，《地方财政研究》已经从初创之时的普通刊物逐渐发展成为了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核心期刊。2020年，《地方财政研究》将牢牢坚守自身定位，继续以服务地方财政改革与

发展为初心和使命，笃定信心，砥砺奋进，为研究地方财政问题提供一个更好更优的交流平台。

数字赋能：助力财政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中，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

性战略资源，数字化转型成为各领域信息化建设的战略之举。在此形势下，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

础和重要支柱，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领域，打造“数字财政”是提高财政治理能力、走向现代财政

的必由之路。

数字财政是以财政大数据价值为基础、财政大数据应用为支撑，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实现优化收支结构、提高效率以及促进公平目标。通过数字化赋能将带

来财政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收入方面，可以拓展政府收入来源、提高征管能力，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公平。支出方面，能够减少资金漏损或寻租现象，降低开支成本；同时基于大数据分析基础

上的资源配置将更为精准，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管理方面，将会重塑财政管理体系，从

预算安排、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项目管理全流程的打通，使得财政部门对资金的全流程、全生命周

期管理、及时对各类资金运行环节风险进行预警成为可能。宏观调控方面，基于收入预测、财政支出

与受益群体间的互动分析框架下的财税政策制定将更具及时性、针对性和前瞻性；精准调控、信息

公开、预期释放和指引等手段会大大丰富财政宏观调控的工具箱，减少财政政策时滞效应，提升财

政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2019年财政部印发《关于推进财政大数据应用的实施意见》通知，为财政大数据建设指明了方

向。在政策指引和支撑下，浙江、广东、山东等地方财政部门积极进行“数字财政”建设探索，掀起了

新一轮财政治理变革浪潮。财政大数据建设和应用是实现财政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部分地方财

政已在一体化平台建设、财政大数据预算绩效管理应用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

临一系列挑战制约财政数字化转型进程，主要体现在：数字财政理论发展滞后，实践缺乏理论指导；

数字财政具有跨部门特征，涉及到数据库建设和维护、资金拨付和使用、部门间衔接、政府与市场关

系等一系列问题，每个环节都涉及到复杂的权责利关系，财政部门作用有限、定位不清；数据、人才、

技术和管理等重要要素短板突出；缺乏系统而全面的部署和推进，数字财政可能加剧地区间不平衡

程度，如数字财政发展水平高的经济发达地区，能够凭借“钱随人走”的公共服务资金分配理念、涉

企财税服务水平等优势吸引更多质优要素流入。为此，应强化数字财政理念、加强规划引领和高位

推动、明确各级各部门在数字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建设培育专业化数字人才队伍、牢固树立全国

（全省）“一盘棋”理念，整体推进财政数字化进程，推动财政治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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