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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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

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这一重大战略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一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就“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

局”，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

细阐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综合施

策，精准发力，更好发挥职能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一，进一步增强财政保障能力。站在全局高度，把支持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

结合起来，统筹各类财政资源，既要用好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政府债券等

流量资金，还要用好国有资产等存量资源，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将有限资金资源集中用在刀刃上、紧

要处，增强财政对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支持科技自立自强、优化产业链供应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大任务的保障能力。

第二，进一步创新财政体制机制。聚焦税收制度、预算管理、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大力推动制

度创新，发挥财政引领带动作用，特别是要以增值税、所得税为重点，有效发挥税收制度的调节作用，

巩固减税降费成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壮大，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前提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同时，强化

财政撬动作用，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注重政策协同，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扩大全社会投资，推动产业全面升级。

第三，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妥善运用财政改革与发展成果夯实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

创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从整体上提升风险防控的能力水平。着力支持公共安全保障，

服务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支持做好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处置，积极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确保财政自身的安全发展，做好基层“三保”、地方政府债务、养老金发放等方面的风险防范化

解，强化国有金融资本监管，标本兼治防控金融风险，既要防止风险向财政领域转移，也要积极助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提高财政可持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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