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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后事　百年业笔墨情

中
国财政杂志社建社已经三十周年。我作为

《中国财政》读者与作者之一，衷心祝贺杂

志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成长与发展。

要说我与《中国财政》的关联，其实可以追溯得

比三十年更远。《中国财政》杂志的前身，是“文革”

前就已刊行的《财政》杂志，当时作为财政部的工作

刊物，编辑部是设在财政部办公厅内。上世纪六十年

代，我的父母都在《财政》杂志编辑部里工作，我曾

在他们的办公室出出入入，以一个小学生的眼光目

睹那一代财政人辛勤工作的场景，也曾随他们于周

日到部里加班，好奇地看着我母亲如何阅改、处理稿

件。有时碰到他们开会到深夜，我也只好在旁边的屋

子里看书，等待他们会议结束后一道回家。

“史无前例”的文革，打断了财政部正常工作的

运行，也使这份杂志停刊。待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

临，复刊便势所必然，而在时代的要求之下专门组建

的中国财政杂志社，便应运而生了。这时我的父母都

已离开刊物编辑部多年，我却由于研究工作，与《中

国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于八十年代初进入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

学习的，毕业后留所一直从事财政科研，《中国财政》

当然是我必看的期刊。读者当了若干年，不知不觉

又加入了作者行列。我已记不太清自己何时在“中国

财政”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但以作者身份，百虑千思，

诉诸笔墨，终成一文，见于刊物，自有一番情愫在心

头，会把刊物看作自己的作品家园与精神家园。

贾　康

我们在财科所做的研究，带有“理论密切联系

实际”的鲜明特点 ：财政分配“以行控财，以财行政”，

其政策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每一项具体的理论、政策研究，无不需要务实

地“来自实际，服务实践”，而中国经济社会的万千

气象、不尽风云，在我看来又都可归入改革开放新

时代的主旋律与“最高战略”——即以邓小平勾画的

“三步走”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这样一

种联结，便把我们研究者与《中国财政》的关联，在

一个“民族百年大业”的宏伟背景下升华了——我们

无论是阅读杂志文章，或是撰写文章为杂志投稿，都

是在一个主旋律中对于历史的具体参与，都是通过

《中国财政》的园地，实现交流，扩大信息 ：或扩展

眼界，借鉴他人 ；或提供见解，表明自己，总是力求

学有所得，言之有物，助益工作，服务中心。这些年

来，这种效应确实在形成和扩大。所以，我们要特别

感谢中国财政杂志社的全体同志们 ：我们科研工作

者与你们以刊物结缘，以笔墨结情，以共同的努力投

身于时代的需求、服务于财政业务工作和人民大众，

也以此来行进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

因此，我愿用这篇带着感情的小文，在恭贺中

国财政杂志社三十年生日的同时，也祝愿由中国财

政杂志社托起的财政工作者和所有关心财政人们的

这块期刊园地，长青不老，花鲜日丽，百家争鸣，笔

墨飘香。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74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

CHINA  STATE  FINANCE 特别报道—纪念中国财政杂志社成立30周年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三十年前后事  百年业笔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