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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财政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财政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财政为促进各个时期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财政收入不

断壮大，财政实力显著增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通

过持续推进财税改革，形成了良性、健康、可持续的财政收

入稳定增长机制，财政收入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1950年全

国财政收入62亿元，2008年达到61330亿元，2009年预算安

排66230亿元，60年间增长1000倍。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62

亿元开始，到突破1000亿元，用了28年时间；从1000亿元到1

万亿元，用了21年时间；从1万亿元到6万亿元，用了9年时间

。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是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重要体

现，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财

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保障了改善民生等重点支出需要

。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财政对国家政权建设、经

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全国财政支出

从1950年的68亿元，扩大到2008年的62593亿元，2009年预算

安排达到76235亿元，60年间增长了1120倍。同时，根据党和

国家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财政支出结构相应调整，从计划

经济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建设财政，逐步向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转变。不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

域的投入，大幅增加教育等社会事业、农业、科技、环境保



护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支出，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

。2008年，全国财政仅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就达

到19959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1.9%。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

安排上述民生支出24610亿元，同比增长23.3%。 加大“三农

”投入力度，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后，各级财政部

门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20032008年，中央财政“三农”

支出分别为2144亿元、2626亿元、2975亿元、3517亿元、4318

亿元和5956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0.9%。2009年预算安

排7161亿元，增长20.2%。 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公共

财政体系不断健全。 财政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努力促进国民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60年来，财政部门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

财政调控经济的职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相机实

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

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去年四季度以来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出台促进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部门认真研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

各项具体措施，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财政宏观调控方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改变，实现了由被动

调控向主动调控转变，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由单一

手段调控向综合运用工具调控转变。这些转变标志着我国已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不同经济运行形态需

要的，包括目标定位、政策取向、工具组合、时机选择、组

织实施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 采集者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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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大突破，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健全。60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通过不断深化财税改革，财政体制、税收制度和

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计划经济

时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改革

开放以来，在探索实行划分收支、收支包干等财政体制的基

础上，1994年实施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以后又通过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出口退税分担机制

改革、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激励约束机制等，

进一步规范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由1994年的590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8709亿元，年均增

长28%。2009年预算安排23955亿元，增长28%。 税制改革稳

步推进。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快了税收制度建设。1994年以

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实施了工商税制改革。其后，

不断深化税制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顺利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完善

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关税等制度。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税政统一、结构优化、税负合理、政

策透明、调控有力的税制体系，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

配关系进一步规范，税收的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逐渐增强。 

预算制度改革逐步深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规范预算管理

，初步建立了我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四

大以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

类等改革不断深化，预算的完整性、规范性、透明度明显提

高。通过改革，初步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的公共财政体系，保障了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较好地服务

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扩大财经对



外交流与合作。 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财政运行日趋科学

规范。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部门顺应形势发展

变化，着力把握财政管理规律，创新管理理念，转变管理方

式，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从1958年《农业税条例》颁布

实施至2008年底，由财政部门组织实施的现行法律和法律问

题的决定9件，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90件，规章107件，规

范性文件2000多件，涵盖财政工作各个方面，财政法律体系

框架基本建立。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管理进一步强化，预算

编制内容更加完整，预算执行的均衡性稳步提高，预算编制

与执行互动机制基本建立。 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

财政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以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

银行的合法席位和中国与美国建立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为标

志，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近30年来，财

政部门顺应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各项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深入开展。同世界主要国

家和经济体、周边国家、国际及地区金融组织的财经交流与

合作广泛加强，在国际财经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争取了良好国际财经环境。 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 60

年来，财政工作在积极推进财政发展与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探索和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要求，切实转变不适应不符合时代发

展要求的理财观念，努力解决影响和制约财政发展的突出问

题，促进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要

求的财政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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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指针、明确方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自觉把科学发展观

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终，把握财政工作的方向，不断提高运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推动财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促进财政

事业科学发展。 坚持服务大局、促进发展。从服务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的实际需要出发，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积极发挥财政宏观调控等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更好地为促进科学发展和推动社会和谐服务，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民生。不断调整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并正确处理当

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做到财政工作为了人民，财政工

作依靠人民，财政工作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坚持统筹兼顾、科学管理。注重“做大蛋糕”与“分好蛋

糕”的有机结合，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关系；注重财

政改革、财政发展与财政管理的有机结合，在财政改革与发

展的过程中，切实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财

政管理绩效和资金使用效益。 回顾过去，成就显著；展望未

来，任重道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财政干部职工将继

续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财政工作的

各项要求，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

法理财，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和发展方式转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深化财税改革，着力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强财政科学管



理，努力增收节支，着力提高财政管理绩效；强化干部队伍

建设，着力增强财政干部综合素质。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备考咨询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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