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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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行动路线与治理融合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2018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由中央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动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迅速而有效的展开。自 2018年以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行动路线大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流程上实现预算绩效全过程的闭环管理，二是在项目支出上推进绩效管理（评价）结果的应

用，三是推进管理部门和预算单位整体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四是预算绩效管理扩围，逐渐覆盖社保

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PPP项目、政府债务项目等领域，五是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的信息化水

平。我们可以看到，不仅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不断完善，而且预算绩效的观念也在逐步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误区，甚至是难以跨越的“坎儿”：例如，对绩效指标

的“痴迷”，对绩效管理合规性、程序性控制的过度倚重，对外部评价的期望过高，对管理信息系统技

术手段的依赖，绩效管理工作过分依靠财政和预算单位财务人员，绩效责任主体不明确，等等。这些

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来自于预算绩效理解和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技术

治理手段与预算决策执行、行政管理体系不匹配、不协调。

中央提出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现预算和绩效一体化，本质上是一种以预算过程为纽

带，实现花钱与办事有机统一，实现政策过程、预算过程、行政管理过程、绩效管理过程融合的新型

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因此，为了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除了按已

有的行动路线推进之外，还要更进一步将“预算绩效”与政府治理体系相互融合：一是将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接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实现预算过程与行政管理过程的融合；二是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

入各个相关部门的日常工作，在管理范围上跳出财政预算单位财务管理的视角，在技术和制度框架

上整体审视部门绩效管理工作；三是在管理观念上融入绩效，形成“讲绩效、重绩效”的氛围，将预算

绩效管理观念上升为自觉意识和行为规范；四是在初期制度框架建立完善之后，逐步减少对制度合

规性、程序性的依赖，从预算合规性向有效性转变，逐渐将结果作为管理工作的“重心”，真正实现绩

效管理的结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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