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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论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基本原则及当代价值①

周显信，匡 月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 要: 毛泽东是我国财政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他为我们确立了财政工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筹兼顾的基本

方针，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原则，关注民生的价值归宿，生产与节约并重的指导思想。他提出的上述基本原则，对于解决当前

普遍存在的财政预算不切实际、城乡财政不平衡、民生财政欠账过多、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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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形

成于民主革命时期，丰富和完善于社会主义改造和

建设时期。毛泽东确立的财政工作的基本原则，对

指导当前我国财政事业改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

借鉴作用。

一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发展脉络
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经过

抗日战争的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完善，在建

国后则达到了完全成熟。
土地革命时期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萌芽时期。

1931 年 11 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

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

行税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关于统

一财政系统的规定》等一系列规定条例，要求在苏

区实行财政统一，由国家财政机关按照临时中央政

府颁布的税则征收税款，确保苏区财政工作的有效

进行。1934 年，毛泽东作了题为《我们的经济政

策》的报告，制定了较为详尽的土地革命时期的财

政政策。他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

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财政的

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1］134。

因此，这篇报告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财政思想

开始形成的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重要发展

时期。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指出，“财政政策放在

有钱出钱和没收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

上”［2］348。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

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

政问题》的报告，全面地提出了抗战时期共产党的

财政政策。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

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3］891 他分析了

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批评了部分党员干部“不知道

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

的却是经济”［3］891。同时，他还指出“我们一方面

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

补充。”［3］893最后，他提出了我们党关于财政工作的

基本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

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3］894 － 895

1945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

作》报告，他认为有些地方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

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

来一定会要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

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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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继续完善

时期。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疯狂进攻，保卫解放区，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解放区的财政政策作了

相应的调整。1945 年，他对解放区的财政工作作

了如下规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

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

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4］1176 他

在 1946 年《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

中重申:“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

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

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

有所改善。”［4］1188同年 10 月 1 日，他再次强调:“必

须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遵照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

顾等原则，坚决地实施之。”［4］1207 － 12081947 年 2 月 1
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题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

高潮中》一文中进一步阐明: “生产问题。各地必

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

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4］1216 到此，毛

泽东的财政思想基本达到了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为毛泽东财政思想成熟时期。

从 1953 年到 1956 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

变。基于国内和国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新中国

的财政经济政策作了新的调整，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统一

领导; 第二是争取财政的收支平衡。1950 年 6 月 6
日，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

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该报告认为“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

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

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

价。”［5］392并提出，“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

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5］394 在建

国初期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我

国的财政工作仍有不少建树。比如，财政工作要坚

持群众路线、要厉行节约、要贯彻经济核算原则等

等方面。在进行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他提出“国

家给予农民必要的帮助”，“资金的主要的大量的

部分，还是应当依靠农民自己筹集”。［6］335 他认为，

“在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是在启发社员有了

充分的觉悟之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

件之下，发动社员集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

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7］517这些论述正确地阐述

了我国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内涵丰富，原则鲜明，闪烁

着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光辉。他强调: “在马克思主

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
识论、逻辑学，也是一个东西。”［8］30 今天，我们认真

梳理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方法

论价值。
( 一) 实事求是: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1． 立足实际，制定规划。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

想的精髓，也处处体现在他的财政思想之中。他认

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

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

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

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

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

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

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

条战线上的斗争。”［3］893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唯物史观认为，生产

决定消费，经济决定政治。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提

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

政工作的总方针。”［3］891正是靠着这一方针的指导，

我们党妥善处理了生产与生活、经济与财政的关

系，克服了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一个又一个难题，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3． 瞻前顾后，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尽力而

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少花钱多办事”是毛泽

东所提倡的安排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这里面有尊

重客观规律问题，即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也有发挥主观能动性问题，即尽力而为、少花钱多办

事。这是一个把需要和可能、客观和主观、量力而行

和尽力而为结合起来的正确方针。只有主观和客观

相符合的时候，主观愿望才能变为客观现实。
( 二) 统筹兼顾: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形成了丰富的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统筹兼顾，就

是统一规划，协调利益，团结同盟者一道前进。
1． 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

东全面的提出了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公私兼顾”、
“军民兼顾”的财政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

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毛泽东多次重

申:“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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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原则，仍是解

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4］1176 解放战争初期，

他一再强调:“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

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

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4］1188

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贯穿了整个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始终。
2．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

顺利完成过渡时期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

的任务，毛泽东又把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思想进

一步发展为统筹兼顾思想。1950 年 6 月 6 日，他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统筹兼顾

的方针下，逐步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

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

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

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

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5］3941956
年，他在《论十大关系》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思想。
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

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

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

个问题。”［9］28 他说，三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

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

于无产阶级专政的。”［9］30 － 31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统筹兼

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

候，就采取这个方针。……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

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9］186 － 187 只有

统筹兼顾，合理负担，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

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建设服务。
3．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之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新时期。在建设时期，毛泽东继续把“统筹兼顾，适

当安排”的思想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各

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基

本方针。1958 年“大跃进”期间，针对各地出现的只

顾生产、不顾群众生活的情况，毛泽东加以纠正，他

说“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 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

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的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

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9］186 － 187

( 三) 辩 证 思 维: 毛 泽 东 财 政 思 想 的 方 法 论

原则

1．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制约经济。首先，经济

对财政具有决定作用，这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核

心。1934 年，他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

报告中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

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134这段话深

刻的强调了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到了抗日战

争时期，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

他又谈到，“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

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 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

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

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

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

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

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

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3］891 他提出“财政困

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

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

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

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3］892当然，财政工作的好

坏，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条件下

还起决定作用。
2．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在抗战时期，毛泽东

就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分散经营可

以提高积极性，而如果盲目集中，则会破坏这种积

极性。建国后，“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思想

又有了新的内涵，即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经济建设，我

国对财政经济工作实行了统一的管理与领导，以促

进收支的平衡。但是，这样做也造成了中央集权而

地方权力过少的问题，对于这种弊端，毛泽东在

1956 年就注意到了。他说: “目前要注意的是，应

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

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

事情。”［9］31因此，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地方的财政关

系，就是要妥善权衡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 四) 关注民生: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价值归宿

爱惜民力，减轻民负。财政工作同人民的生活

息息相关，在毛泽东很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论述中，

都涉及到了爱惜民力、减轻民负的问题。
抗战初期，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的采

访时就曾经说过，“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

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

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

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

钱的原则上。”［2］376 1942 年，根据地的财政发生了

极度的困难。面对这样的情况，他特别强调: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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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

担虽重而不伤民，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

负担，藉以休养民力。”［3］895 他提出了取之于民又

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的观点，严厉批

评了有些同志“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

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认为那是“国

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3］894。建国初期，毛

泽东又继续重申“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5］394，

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纵观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政策，

他始终坚持在完成财政收入任务的同时，尽量减轻

民负和改善人民生活，才能真正搞好财政工作，完

成经济任务。
( 五) 生产与节约并重: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指

导思想

生产和节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用最少的

财政支出获得最多的收益这向来是财政工作的基

本要求。在毛泽东财政思想中，节约财政支出，

反对贪污浪费同发展生产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发

挥财政支出效益，少花钱多办事，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基本原则。
1． 厉行节约，反对腐败。这项财政政策是中

国共产党财政工作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

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能够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战胜

根据地物质条件匮乏，获得充裕的战争经费的重要

保证。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财政支出要节约

的原则。1932 年 2 月，临时中央政府开展了反贪

污、反浪费的运动，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务必立

即实行节俭运动”，统一财政，开源节流，尽量减少

各类开支，并开展清帐查账工作，挖掘贪污浪费分

子。同年 6 月 9 日，他签署《中央政府给湘赣省工

农兵代表大会电》，给予了 13 项指示。其中提到，

“节省一切费用供给战争经费”，要求“严惩贪污浪

费，实行真正的财政统一”［10］127。1933 年 12 月，临

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

令。1934 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

明确指出: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

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

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

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

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

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1］134 所有这些举措不

仅节省了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培养了

党和 政 府 工 作 人 员 艰 苦 奋 斗、廉 洁 奉 公 的 优 良

作风。
2． 精兵简政，裁减冗员。这是与厉行节约、反

对贪污腐败密切相关的举措，在抗日战争时期，各

根据地都把精兵简政作为战胜财政困难的重要政

策看待。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

题和财政问题》中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

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

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

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3］895 并指出了这次精

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的五项目的，“精简、统一、效

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3］895。他说，“这五项，

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

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

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

担，影响人民的经济。……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

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

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

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

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3］895 － 896

建国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铺开，毛泽

东的节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把它提到了建国方

针的高度。他向全党发出了“勤俭办一切事业”的

号召，并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

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9］240

三 毛泽东财政思想基本原则对我国

当前财政工作的启示
经过新中国 60 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财政状况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财政“蛋糕”越做越大。统计资料

显示: 我国财 政 收 入 从 1978 年 1 000 多 亿 元 到

2007 年 5． 1 万亿元，30 年间增长了近 50 倍。但

是，财政预算不切实际、城乡财政投入不平衡、民生

财政欠账过多、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依然非常突

出，人民群众的议论很多，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 一) 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做好财政工作。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精神做好新阶

段的财政工作，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理财、依法聚财，

注重财政改革与财政政策的实效性。近年来，年底

“突击花钱”年复一年在上演，成了我国财政支出

工作中的一大“风景”和“顽疾”。2010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该年度前 11 月全国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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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71 592． 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5 356． 93 亿

元，增长 27． 3%。其中 11 月当月支出 10 599． 64
亿元，增长 66． 9%，达到年内最高水平。一个月财

政支出暴涨 66． 9%，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年底突击

花钱的担忧［11］。尽管有的专家认为这与预算拨款

和使用时间“错位”有关，但是笔者认为更为深层

次的原因是财政预算背离求真务实的指导思想。
要防止突击花钱，必须从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的合理

性和科学性入手，挤干财政资金预算中的“水分”。
特别是要加大财政预算的透明度，把各单位的财政

预算支出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用

阳光晒干预算中的水分。
( 二) 实施平衡财政，统筹城乡发展。
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统筹

兼顾”的思想，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

统筹”的全面发展战略。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

第一位，也成为我国新阶段财政工作的重要指导

思想。
综观我们现在的宏观财政政策，国家和地方对

农村的财政支出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农业对国民

经济具有基础性作用，客观上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

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自 1978 年至 2008
年，我国财政累计向农业投入资金 27 940 亿元，占

同期财政总支出的 8． 86%。从绝对量上看，我国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在过去的 30 多年有了大幅度的

增长，由 1978 年的 150． 66 亿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4 023. 35亿元，增长了 25． 70 倍［12］。应该指出的

是，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支出的投资总量( 绝

对量) 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是农业支出占全部财政

支出的比重( 相对量) 却在逐年下降。1978 － 1984
年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都在 10% 以

上，1999 － 2008 年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

平均比重为 6． 5%，下降了 3． 5 个百分点。这反映

出我国地方财政支持农业的力度减弱。笔者认为，

为了进一步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国家和地方应当加

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由对城市的倾斜逐步转

向农村，推进城乡财政均等化。
( 三) 落实民生财政，切实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造福人民既是我国现在

财政工作的根本，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

之义。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财政支出

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也不断加大。财政部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0 年，全国财政支出 89
57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 275 亿元，增长 17． 4%。
其中，教育支出 12 4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 3% ;

医疗卫生支出 4 745 亿元，增长 18． 8% ; 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9 081 亿元，增长 19． 4% ; 住房保障支

出 2 358 亿元，增长 30． 7% ; 农林水事务支出 8 052
亿元，增长 19． 8%。环境保护支出 2 426 亿元，增

长 25． 4%［13］。可以说，我国财政出现了向民生财

政的历史性转折，今后这一比例还必将不断加大。
“民生财政”必须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加强公共

服务和改善民生上，以践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的五大任务。此外，更重要的是，财政工

作必须要有公众参与，加强公众对财政转移支付的

监督，以确保财政资金用途的公开，这样才能提高

政府财政工作的健康度与透明度。
( 四) 降低行政成本，建设廉洁政府

我国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一直受到社会各

界的诟病。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

能，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中

共十七大报告提出: “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

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

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

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

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统筹党委、政府和

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

制。”［14］25目前，我国政府的行政规模和行政功能日

益扩大，政府机构过于臃肿、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
务接待居高不下，导致政府的运行成本水涨船高。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

搜狐新闻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99. 1%的受访者直

言我国当前公务接待问题严重，其中 93. 8% 的人

认为“非常严重”［16］。
现阶段，建设廉洁政府，必须缩减政府非行政

支出，裁减冗员。少数政府部门的行政支出远远高

于非行政支出，部分官员讲面子、讲排场，乱搞形象

工程和政绩工程。行政开支过高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挤占原本用于民生建设的财政支出。这就需

要进一步增加财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接受民众的

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事业支出的浪费现象才

能逐步得到遏制，民生投入才更有保障。此外，还

要树立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艰苦奋斗，厉行节约，

勤俭理财。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干部队伍建设和党

风廉政建设。
( 五) 努力发展经济，做大财政“蛋糕”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

互制约的关系。毛泽东为我们确立了“从发展国

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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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针。”［1］13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

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收入稳步提高。2010
年，全国财政收入 83 08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4 562
亿元，增长 21． 3%。其中: 中央本级收入 42 470 亿

元，比上年增加 6 554 亿元，增长 18． 3% ; 地方本级

收入 40 610 亿元，比上年增加 8 008 亿元，增长

24． 6%。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73 202 亿元，增

长 23% ; 非税收入9 878亿元，增长 9． 8%［15］。对于

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

经济较快增长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了税源基础。
特别是与税收关联度较高的经济指标增长较快，

2010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5． 7%、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3． 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18. 4%、进出口总额增长 34． 7%。
当然，做大财政“蛋糕”固然很重要，分好财政

“蛋糕”同样重要。近年来，我国的财政“蛋糕”越

做越大，但是如何公平分配好“蛋糕”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有效

路径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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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asic Principles of Mao Zedong’s Financial
Thought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OU Xian － xin ＆ KUANG Yue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as the leader and the pioneer of China’s financial business，established the ideo-
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the basic policy of making overall plans and taking all factors into consid-
eration，the methodology of thinking in dialectical view，the value ending of caring people’s livelihood，and the
guiding theory of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production and saving finances． All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he put for-
ward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prevalent problems of impractical budget，unbalance in urban and rural fi-
nance，excessive debts in finance of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and exorbitant administrativ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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