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记者 申铖）财政是
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当前，新一轮财税体
制改革如何推进备受关注。 21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从健全预算制度、健全
税收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方面作出重
要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明了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统筹推进财税体制
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合理扩大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 适当加强中央事权、
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

“此次部署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与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相关部署一脉相承， 并瞄准建立健
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说， 决定的
部署体现了系统改革的要求， 将为完善宏观经济
治理体系、 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供坚实制度
保障。

围绕健全预算制度，决定提出“把依托行政权
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
政府预算管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
价制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等。

围绕优化税制结构，决定提出“研究同新业态
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
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着力健全有利

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
完善央地财政关系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决定

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
地方财政关系”，明确“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
方税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
方”“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
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一系列
改革举措。

“聚焦央地财政关系，此次改革在强调中央事
权责任和中央支出责任的同时， 注重推动地方财
政收入规范和地方财源建设， 促进中央事权的实
现更加规范，促进地方更好聚焦地方治理。 ”杨志
勇说。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记者 刘硕 齐琪）21
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确保执法司法各环
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

决定提出，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 、检察机
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
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的体制机制。

“执法司法是法治实施的主渠道，直接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文
艺表示，决定强调对“各环节全过程”进行有效制约
监督，在实践中，就是要加强执法司法机关之间的

互相制约监督、 检察机关对执法司法的法律监督、
对执法司法的社会监督，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
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行工作，关系“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决定
提出，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
行体制，强化当事人、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行
活动的全程监督。

“人民群众作为执行活动的当事人 、见证者 ，
拥有和掌握执行活动的第一手信息 ，能够弥补专
门机关力量不足、线索信息稀缺的问题。 ”黄文艺
说。

在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方面 ， 决定要求

“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 、扣
押 、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 ”，同时提出 “依法查
处利用职权徇私枉法 、非法拘禁 、刑讯逼供等犯
罪行为”。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

主体工程。决定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
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
制。 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推
动行政执法标准跨区域衔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解志勇说：“决定提出的改革
举措， 有利于促进基层行政执法能力提升， 系统推
进、上下联动、互相衔接，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记者 田晓航 李恒）
21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
服务体系作出部署，明确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
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和激励机制等改革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因时因势调整优化生育政策
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
模、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决定提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

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
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完善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
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
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

实现“幼有善育”，对于激发“生”的意愿、解决
“育”的难题和减轻“养”的负担具有重要作用。 为
此，决定提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
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
模式发展。

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2.96 亿，人口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如何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
安享幸福晚年？

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
化就业岗位；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
机构运营机制；改善对孤寡、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的服务， 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决定
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具体部署。

“这些举措的落实见效，必将进一步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央财办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说。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记者 孙少龙）21 日
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
责人变动交接制度。

实行领导干部离任交接，是规范领导干部履职
用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工作连续性的有效
措施。

“如果前、 后任领导干部工作交接不够明确、规
范，就容易产生‘调令到手，抬腿就走；责任不清，是
非不明’的现象，导致一些深层次问题，特别是经济

问题短期内难以发现， 不利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持
续发展。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
认为，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释放
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的鲜明信

号，是破解“新官不理旧账”、政策执行出现断点等现
象的有效方法。

近年来，围绕健全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制度，各
地区各部门作出了一些制度性探索， 取得了一定
成效。 例如，今年 2 月，四川广元剑阁县就借鉴历
史上的经验做法， 进行了党政干部古柏保护离任

交接，责任范围扩大至全县 29 个乡镇 ，交接内容
也扩大为管护范围、古柏数量、生长状况和履职情
况，对交接前树木清点、资料归档、书面报告进行
规范管理。

“健全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制度，明确交接主体、
细化交接内容、严格交接程序、明确交接责任、增强
交接时效等至关重要。 ”宋伟认为，相对于“成绩清
单”，更要注重“责任清单”的交接，同时应加大对
“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的问责和惩处力度，充分保
障制度的贯彻落实。

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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