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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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多重意蕴

2022年 1月 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从 2010年“十二五”规划建

议首次提出“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到今年全国统筹正式实施，这个过程超过了 10年。全国统筹制

度虽然已经建立，但运行中还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

刻、剧烈的变化，需要进一步解读和诠释全国统筹的意蕴，从而更好地推动制度调适、改进和完善。

第一，应对养老保险体系不可持续的困境，凸显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制

度建构来看，我国自下而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建构模式，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地域性和分散化，

需要不断提高统筹级次，才能保障基金的持续运行。从近些年运行情况来看，养老金地区收支不平衡

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部分省份面临巨大的当期支付压力。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金财务可持续

问题客观存在的大背景下，全国统筹制度的实行，在解决当期支付问题的同时，更为养老保险相关制

度改革完善提供了机会窗口。下一步，要抓住机遇、抓紧时间，继续优化长远改革目标，理顺政策、完

善制度、积累财富，为将来全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付高峰做好充足准备。

第二，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凸显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的关键性与枢纽性。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促进劳动力跨地区顺畅流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可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困

难、手续复杂等阻碍因素，而全国统筹后缴费率的统一，优化了区域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劳动

力自由顺畅流动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要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为契机，加强养老保险等社会保

障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建设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保体系，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做好关键性

的配套制度安排。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凸显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的示范效应和参考价

值。全国统筹背后反映的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统一制度规定，如统一全国养老保险政策和基金收

支管理制度；协调权责关系，如建立央地责任分担机制，压实地方支出责任；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如新

增结余继续留存地方，建立省级政府工作考核机制；提升信息化管理服务水平，如完善全国统一的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的进程来看，通过长期艰难的改革，最终实现了养老

领域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这对类似的、复杂的、全局性的改革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和

参考价值。未来，应更加聚焦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制定相关配

套措施，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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