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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中国财政》

中
国财政杂志社已到而立之年。30 年前，在杂志社成立

之时，我还在天津财经学院读书。那个时候，财经领域

的报刊数量屈指可数，远不似今天这么多。作为一个

以宣传党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为主旨的新闻平台，《中国财政》

杂志就像一块儿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引着包括我在内的高校

财经领域的师生们。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财政领域的诸多改革事项或事件，都是

由《中国财政》对外发布并阐释的。诸多影响中国财政走势与决

策的重要讨论，也都是由《中国财政》发起并组织的。《中国财政》

以其独特的视角、大量的资讯、财经热点的准确把握、焦点问题

的深度剖析等特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一份财经报刊，也成

为我学生时代常年相伴的良师益友。

后来，随着我完成学业、进入财经教学和科研领域，我开始

尝试着给《中国财政》写东西。当《中国财政》采用我的第一篇投

稿，自己的那份欣喜和周围同事们的那份羡慕情景，在今天仍能

历历在目。在这个平台上，我逐步得到锻炼，逐渐建立自信，也

收获着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祖国和人民的那份成就之感。

在当今经济信息庞杂、各种财经出版物群雄逐鹿的时代，在

《中国财政》身上，我可以感觉到一种立足中国实际、直面现实、

理性思维、探究真相的精神，一种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敏锐

捕捉焦点热点问题，探寻中国财经发展道路的明确定位，一种牵

挂民族、心系发展、关注民生的使命与责任。我以为，作为一个

财经媒体，具有这样的良知、责任和见识，既难能可贵，更令人

敬佩。

衷心希望《中国财政》坚守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为读者提供

更广泛、更深入、更有影响力的文章和财政资讯，继续扮演好中

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推动者角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

《中国财政》：
更借东风破浪行

我
以这个题目来写纪念中国财政杂志

社成立 30 周年的文章 , 包括三层涵

义。一是《中国财政》作为国家财政

部创立和主管的工作研究和经验交流性重要

刊物 , 是借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扬帆起航、

一路前行的 , 她不仅历史地见证着 30 年来中

国财政改革发展实践而且一直与之互动共进

着 , 堪称功不可没。然而 , 财政改革的航船尚

未到达期望的彼岸 , 仍需《中国财政》东风劲

吹催征程。二是《中国财政》作为全国财政人

的工作之友和学习园地 , 像东风一样始终助力

着包括河北在内的各级各地财政改革发展的

伟大事业 , 促使公共财政一朵又一朵改革创新

之花灿烂绽放。三是作为一个热心读者与作

者 , 我的学财、研财、理财历程深得《中国财

政》这股东风之益——通过学习刊物所载工

作研究和经验交流性文章 , 使我能够及时而广

泛地了解全国各地各层级财政管理和财政改

革方面的经验与动态 , 因而帮助我不仅实现了

从一个单纯的财政理论研究工作者到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财政工作者的转变 , 而且为我在

财政领导工作岗位上研究谋划和组织推动本

省财政改革创新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启迪 ; 刊物

通过登载我们的文章或记者访谈对我省财政

齐守印

—写在中国财政杂志社
成立30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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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成果加以肯定 , 更像张帆的

航船得到东风鼓舞一样破浪前进。正

因为如此 , 我与《中国财政》和辛勤奉

献于其中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结下了

不解之缘和深情厚谊。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自 上 世 纪 90 年

代初以来 ,《中国财政》已经发表过我

20 余篇文章。其中 , 有一些文章反映

了我对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积极正确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

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考 , 如《按

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创新理财思路》

（2000 年第 9 期）、《以科学发展观指

导财政实践》（2004 年第 6 期）、《发挥

财政职能促进构建和谐社会》（2005

年 第 9 期 ）、《 积 极 正 确 发 挥 财 政 职

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2010 年第 22 期）等 ; 更多的文章是

我伴随实践发展从理论角度研究探

讨财政改革与管理方面问题的认识

结晶 , 如发表的《进一步深化支出管

理改革》（1997 年第 4 期）、《推进财政

制度创新加强廉政建设》（2001 年第 7

期）、《完善机制确保财政运行安全规

范有效》（2004 年第 11 期）、《在改革

中不断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2009 年第 14 期）、《构建现代公共财

政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2010 年第

12 期）等 ; 还有一部分文章则直接反

映了河北财政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 ,

如《河北积极探索规范的转移支付办

法》（1996 年第 3 期）、《积极探索建立

预算管理新模式》（1999 年第 8 期）、

《在力促科学发展中不断推进公共

财政体系建设》（2007 年第 10 期）和

《理论与实践互动 体制与管理并重》

（2008 年第 15 期）等。所有这些文章

确凿无疑地记忆和见证着分税制以来

我们河北财政系统以公共财政理论为

基本取向的各项改革创新的轨迹——

从规范政府间转移支付、竞争性政府

采购到部门综合预算、零基预算、绩

效预算管理、中期滚动预算、创新财

政监督机制 , 再到系统地构建地方现

代公共财政体系 , 每一步都是理论与

实践互动的结果 , 从而体现了改革创

新的自觉性和积极进取的主动性。

除了上述那些内容比较严肃的

文章外 , 近年来 ,《中国财政》也发表

过我写的算作是较为轻松的、财政文

学一类的东西 , 如《财神的见闻与遐

想》（2009 年第 17 期）和《公共理财

之歌》（2011 年第 6 期）。前者的标题

本来是第三人称的“关于财神的见闻

与遐想”, 不知道为什么发表出来却

变成了第一人称 , 咋看到不由得一愣 ,

转念一想 , 觉得倒也很有意思——我

竞俨然自命不凡地成了“财神” ! 后

者则试图以歌词方式表现公共财政

的本质和为民理财、为国奉献、追求

科学、探索创新的财政人精神。我深

深地以为 , 为国家和人民担负理财重

任的全国财政大军理应有一支能够

深刻揭示公共财政根本属性、反映我

们的职业高尚性、体现我们改革创新

自豪感、优美而又豪迈的进行曲 , 以

对外展示并自我增益我们财政人一

心一意忧国忧民、为国为民、强国富

民、开拓进取的高尚情操。

令人难忘的是 , 我的研究写作很

早就得到《中国财政》杂志社领导和编

辑们的热情鼓励。早在 1992 年 , 中国

财政杂志社主编的《通讯参考》（第 4

期）就曾刊发了我写的题为《关于财经

研究与写作的几个有关问题》的文章 ,

其编者按说 :“本期刊登了河北省财政

科研所所长齐守印和湖北省襄樊市樊

西区财政局副局长马善记两位同志的

文章。我们认为 , 这两篇文章值得一

读 , 对于我们财政部门的同志搞好财

经文章的写作会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时隔两年 , 即我国刚刚实行分税制财

政体制的 1994 年 , 我在《财政》第 4 期

发表了我撰写的《试论分税制方案的

政策导向》一文 , 记得刘凤桐副总编当

即就给予高度评价 , 次年又被杂志社

评为“好文章”并颁发荣誉证书。我体

会 , 杂志社的鼓励在很大程度上确实

是我们这些人长期结合实践进行理论

和工作研究的一个外在动力之源。

屈指算来 ,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

期的“六五”到如今“十二五”开局

之年 , 作为中国财政工作者良师益友

的《中国财政》已经伴我走过近 30 个

春秋。一路走来 , 她对于我实现从学

财、研财到亲身理财的一步步转变而

言堪称受益匪浅。这期间 , 虽然社长、

总编、副主编、编辑部和其他职能处

室的同志几经更替 , 但他（她）们诚实

热情的待人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精

神、可亲可爱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存在

我的心中和脑际 ; 他（她）们给予的无

私帮助 , 永远值得我铭记与感恩。

翱翔卅年虽高远 , 鹏程万里尚需

行。衷心祝愿《中国财政》在实现中

国公共财政体系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东

风再鼓更破浪、张帆直航渡远洋 !  

（作者为河北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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