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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国财政》的那些事
成涛林

200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地方

财政科研部门工作，一开始就接手《中

国财政》等杂志的征订工作，从此便与

她结缘。与她相伴的十一年，收获很大，

感触颇深，容我慢慢道来。

第一，她是我实现角色转换的重要

帮手。作为一名财政新兵，如何在较短

的时间内了解和熟悉各项财政工作，实

现从学生向财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转变，

这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

难题，于是我就想到了《中国财政》。当

时她还是月刊，每月一收到新出炉的杂

志，我就急不可耐地拆开翻阅，先是大

致浏览一遍，对一些感兴趣的文章再仔

细研读，特别是财政部新出台的各种文

件、部领导的工作讲话及司局长的专栏

文章等。通过几个月的阅读和积累，使

我对财政工作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

解，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身份和角

色的转换，很快适应了财政工作。

第二，她是我学习财经知识的重要

途径。作为地方财政科研人员，需要及

时了解和全面熟悉各项财政工作。当下，

财经刊物品种繁多，让人目不暇接，不知

从何入手，从何学起。面对这么多可供选

择的财经刊物，我始终将《中国财政》作

为我学习财经知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

是由于她贴近实际、接地气，刊发的文

章通俗易懂；另一方面是由于她权威性

强，刊发的都是财政部最新、最全面的

政策文件及部领导的工作讲话稿。数年

的阅读和积累大大提升了我的财经知识

水平，从而为我做好地方财政科研工作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日常科研工作中，

我所撰写的论文很多都是在得到了《中

国财政》刊发文章的启示后而写就。我在

撰写财政学博士毕业论文过程中，还曾

参考了不少她所刊发的文章。

第三，她是我展示财经研究成果

的有效载体。作为地方财政科研部门专

职研究人员，发表科研成果也是展示工

作业绩的任务之一。按照国务院统一部

署，从2009年2月1日起至2013年1月

31日，家电下乡在原来14个省（市）的

基础上向全国推广。财政部门也制定了

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补

贴方式、补贴标准、资金来源、补贴对

象、产品等。我来自农村，对农村情况

有所了解。我感到当时的家电下乡政策

有待完善之处，于是根据自己的思考和

认识撰写了《完善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

思考》一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拙

文投给了《中国财政》，结果有幸在2009

年第13期上刊发。当收到样刊看到我的

铅印名字时，一股强烈的喜悦感当即涌

上心头。此后我又在《中国财政》2015

年第16期上刊发了《创新财政预算绩效

管理的建议》等文。

作为《中国财政》的老朋友、老相

识，我想就如何进一步办好她提几点建

议，供编辑部参考。一是适当多刊发地

方基层财政部门的文章。作为地方基层

财政部门，他们身处财政工作第一线，

对中央大政方针的落地执行情况最具有

发言权，体会也最深。应更多地关注他

们对当期财政政策执行情况问题探讨

类文章，哪怕是批评类的。这样既坚持

了问题导向，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现有的

财政政策，又使得《中国财政》更接地

气，更具生命力。二是精准定位《中国

财政》。目前财政部主管的财经杂志比

较多，大多数都是面向全国财政系统读

者的。这些杂志应该走错位发展道路，

而不能趋同。因此，我觉得《中国财政》

应适当淡化学术味道，多刊发一些地方

财政实际工作问题建议类文章，供各地

财政部门交流和探讨。三是不断改进杂

志发行方式。应充分运用最新的信息技

术，开发网络在线（例如微信）征订、网

络支付功能，提高市场化发行水平，提

高读者的征订便利度，不断降低发行成

本，提高发行速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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