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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税改革的大背景：风险社会 

（一）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二）人类共同体的不确定性：公共风险 

（三）防范化解公共风险：财税的系统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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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 

防范化解公共风险：财税的系统性重构 

 
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人
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人类共同体的不确定
性：公共风险 

全球动荡 中国变革 风险全球化 公共风险挑战 

 财税改革目标：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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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税改革的新思维：风险导向 

    （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这个论断是风险导向。超越经济学思维。财政风险与

公共风险的权衡。 

      把当前的财税改革纳入到中央的“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来，跳出财税就是“收钱、花钱”的狭隘视野，使财

税改革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助推器，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

求，不断夯实财政这个国家治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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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税改革的新思维：风险导向 

    （二）财税改革需要宏观视野 

要强化宏观视野，并形成新思维、新认识和新方法。 

与以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相比，当前的改革
属于治理改革，具有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四个全面”
的提出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发展的任务不同，改革的对象改变，
即风险变了，需要新的改革视野、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若没有宏观视野，就难以形成系统性思维；若无系统性思维，财
税改革不能实现整体性把握，就可能陷入碎片化的状态，甚至演
变为各个局部的为“改革”而“改革”。由此一来，复杂的财税
改革很可能偏离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和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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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税改革的系统观察：三大任务 

财税系统由三个子系统构成：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财政体

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已经与

国家发展、国家治理和国家文明的整体要求不相适应，这才有

了系统性的财税改革。 

深化财税改就是通过三个子系统的改革重构整个财税系统的

功能：从服务于经济改革转向服务于国家治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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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预算制度改革走在整个财税改革的前面，包括七方面内容： 

1.  完善预算体系，实行预算公开； 

2.  改进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3.  加强公共收入管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 

4.  优化流量支出结构，加强存量资金管理； 

5.  强化预算执行权威性，提高预算整体绩效； 

6.  重构地方债务制度，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 

7.  规范财政行为，严肃财经纪律。 

新预算法的颁布执行，为预算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 

 

预算制度  预算反映着国家的政策，规定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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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 

       新一轮税制改革总的方向是：落实税收法定、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

稳定宏观税负，综合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财富分配的职能作用，加快形成

有利于市场运行、社会公平、环境友好的税收制度体系。 

       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六个方面： 

      1.  积极推进营改增，完善增值税制度； 

      2.  以加强对消费行为的引导和调节为导向，完善消费税制度； 

      3.  以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为导向，完善资源税制度； 

      4.  以环境友好为导向，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 

      5.  以调节房产资源占有、消费为导向，完善房产税制度； 

      6.  以分配公平为导向，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在财税改革中税制改革最受社会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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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 

       以中央地方支出责任与事权的匹配为目标，实现财政体

制要素——事权、财权与财力的有效组合，降低因三要素组

合的不确定性给国家、地方治理所带来的风险。 

 

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事关国家治理架构，是财税改革中

最难的。 



201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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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税改革的系统观察：三大任务 

    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一个整体，有内在的逻辑关

联，财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先后顺序、步骤的安排，都是以这种逻

辑关联为依据的。 

    分开来看，三个子系统的改革有各自的子目标；整体来看，新

一轮财税改革有自身总目标，那就是建立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

并通过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的系统性重构来实现。现代

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

其基本功能是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归结为一句话，即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任意一项财税改革，都要以此为依归，不可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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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税改革时间维度：分步推进 

 

 

 

 

 

 财税各项改革基本到
位，现代财政制度基
本建立。 

2014-2015 

2016 
2002 

2020 

2003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 

财税改革的重点工
作和主要任务基本
完成。 

预算改革取得决定性进
展，税制改革在立法和
推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财政体制改革要达成基
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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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税改革时间维度：分步推进 

      从此财税改革的时间表来看，当前的财税改革对今后的

改革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关系到整个财税改革的任务能否

如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