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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笃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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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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碳”目标与财政治理

2020年 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郑重承诺，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

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碳排放不断增加，全球地表温度上升、水循环加快，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

来严峻挑战。推动碳减排，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势在必行。目前，提出或者准备提出碳

中和目标的国家和地区已覆盖全球 GDP的 90%、总人口的 85%、碳排放的 88%。与此同时，碳达峰碳

中和还面临许多难题，既有科技难点，如气候变化与碳循环互馈机制、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技术、

低碳工业转型与升级、能源清洁低碳利用等；也有政策难点，如碳中和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地方行业

碳排放总量控制、面向碳中和的政策工具创新等。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

建“1+N”政策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

骤实施碳达峰行动。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不仅要有效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与货币、

价格、金融等政策做好协调配合，还要推动建立健全市场化机制，支持破解科技、政策难题，加快碳达

峰碳中和进程。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财政政策供给，加强系统集成，调整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政

政策，着力提升政策效能。落实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等方面的税收优惠，进一步研

究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加大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力度，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的资金投入，构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生态转移支付体系，提升森林、草原、

湿地、海洋、土壤、冻土等生态碳汇能力。

二是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双碳”目标的实现，仅靠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必须做好对金融和

社会资本的引导，汇聚更多资源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充分发挥现有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研究设

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扩大绿色债券规模；

采取多种方式支持生态环境领域 PPP项目；支持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三是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更好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充分调动市场力量，推动如期实现“双碳”目

标。支持完善绿色低碳市场体系，发挥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等交易市场作用，引导产业布局优

化；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和监管体系，完善相关标准体系，加强碳排放监测和计量体系建设；全面实

施排污许可制度，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