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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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财政政策选择

双循环本质上是对发展要素和流动范围的抽象，资金投入企业生产产品，产品卖到国内市场，

资金回笼，构成一个国内循环。产品卖到国外市场，资金回笼，构成国际循环。我国在较长时期采用

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带来的国内经济不平衡问题日趋严重，直接影响着

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当前外围环境的复杂和恶劣程度远胜以往，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

式面临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松动和分离，更是加大了中国促进

内向型经济发展的决心。时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我们必须集

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说，双循环战略是基于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现实的主动

选择，也是应对外部冲击和潜在危机的重要举措。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如何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主要有三方面观点，一是畅通双循环，应以内

循环为主；二是畅通双循环，应以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为主；三是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目前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在于确立国内经济循环的主导地位，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

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以此为基础再实现国际市场的扩张，即高水平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深耕

国内市场，以国内市场为着力点衔接好两个市场，由内循环带动外循环，以外循环反哺内循环的功

能互补、互促互进的发展新格局有两个重点，一是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夯实内需的稳固性和持

久性。二是提升有效供给，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筑基高水

平对外开放。

以上两点也是财政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着力点。在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方面，财政

可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影响消费，例如可以考虑融合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国统

筹，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平衡。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推进房地产税，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推进落实增加农民财政性收入的各项举措等。财政也可以直

接刺激居民消费，例如可以增加财政社会事业支出，形成良好预期，引导扩大居民消费支出。推进

“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体系建设，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接受度。

在提升有效供给方面，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

足能力。具体而言，财政要抓好有效的投融资，形成发展的后劲，共同推进“两新一重”建设，解决好

新基建和实体经济升级发展问题。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解决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锻造产业链供

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产业链高级化，从供给端解决内循环堵点，提高外循环竞争

力。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减少财政对市场活动的

干预，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投资兴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引导全社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为

创新驱动线路奠定扎实基础，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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