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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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资金直达：技术治理愿景与制度困境

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财政运行带来的影响，国家创新实施了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将中央财政拨付的相关资金直接下达到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从运行效果来

看，这种财政资金“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贯彻了国家政策思路和治理意图，达到了积极财政政策提

质增效的目的，国家随之将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财政治理模式的创新，符合新一代信息技术背景下财政监管的要求。为确

保财政直达资金合规高效使用，财政部建立了贯穿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的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实

现资金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跟踪监控。一方面，对资金实行单独标识，通过系统确保从源头到末端

财务清楚、流向明确；另一方面，在系统中设立预警机制，按照要求设定预警条件，如拨付使用不符合

要求则系统自动提醒和报警。可以说，直达机制中的资金运行在上级相关部门视野里是透明的、可追

踪的，且可以设定预警条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筛选和预警。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关键是监控系统建设，而监控系统建设的本质是数据网络支撑下的制度机

制创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财政建设，已然成为新时代财政的发展和建设方向，目前正在

推进的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标志着财政数字化转型迈出实质性步伐。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解决了过

去“长时下拨”“层层截留”等问题，技术手段支撑下的制度机制创新模式也展现了技术应用塑造和重

构制度的可能和趋势。因此，通过引入新技术来更好提升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效能的技术治理愿景

也更加凸显。

但是，“技术应用”与“制度重构”二者存在着明显且深刻的矛盾，技术手段的应用在弥补原有制

度不足的同时也加深了制度本身的困境：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重新整合财政预算管理流程，以适应

新技术、新机制，但是制度“惯性”的存在会加剧新机制与旧机制之间的矛盾；技术手段的标准化和技

术本身内在的单一功能，导致财政工具手段也越来越表面化、形式化，加剧了财政制度与实际治理要

求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刚性约束极有可能导致“一刀切”，造成与实际脱节，降低制度效率；技术的严

格规范导致财政制度多元目标逐渐单一化，约束机制“一票否决”作用的发挥，影响市县政府的财政

自主性和发展的能动性；高度透明的资金监控，会重新定义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实际治理行为与

财政信息指标流向具有“名实”分离的内在动因，出现信息监控的形式主义现象。

现代化、科学化、标准化语境下开创的技术治理路线能否走得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和解决，更需要基层的参与、实践的验证和微观运行机制的构建，从基层和实践的角度来反思和修

正，技术治理愿景才有落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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