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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国、福民、善财、仁政
    ——我心中的财政精神

收入和购买力的同时，还要增强人民的

幸福指数，促进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便要求我们具

备“人本”和“民生”意识，提升为民服

务的主动性和水平，把人民的福祉、满

意度、赞誉度作为衡量财政工作成效的

主要指标。

——善财。财政精神中的“善财”

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聚财有

道”。曾子在《大学》中提出了中国独有

的本土经济伦理思想：“德者，本也，财

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

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简言之，就是

任何财富的取得皆不能以牺牲道德、伤

害伦理为代价。财政工作是在国家和人

民的赋权下代为行使财富的分配，更需

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政工作者

经手的款项动辄成万上亿，属于全民共

有的公共物品，财政工作者手中也掌握

着相应的社会权力，因此，这就要求我

们在实际工作中格外注重品德和廉洁

的修为，不可有随意侵占之念，亦不可

滥用权力而谋取私利。“善财”的第二层

意思是“善于理财”。作为一个经济范

畴，财政工作也有自己独有的规律，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讲究“精细理财”、“科

学理财”、“依法理财”。具体来说，不仅

要求具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

手段、发达的管理技术，还需要讲究“法

度”，即加强生财管理、用财管理和监督

管理的法制建设，充分在实践中践行科

学发展观。

——仁政。财政属于经济范畴，因

而它天生具有促进生产关系变革、缓和

社会矛盾，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辅助

政治，维护政治清明的决定性作用。孔

子在对“仁”的解释中，已有关于“仁

政”的思想。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提出“仁政”的主张。《孟子·梁惠王

上》中的“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

税敛”便体现了国家治理中的财政措施。

具体来说，“仁政”的基础便是“制民之

产”，即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

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石。这种“仁政”的

财政精神具体到今天就是要求我们坚持

“公共财政”和“阳光财政”，尽量多地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的整体

公共需要，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决策，

充分接受民主监督，以增进绝大多数社

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为宗旨，让更多的人

受益。与此同时，还要按照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和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通过构建公

开、民主、监督、考评的政府理财行为

规范，实现政府理财活动的科学化、民

主化、法治化，将权力运行公开化，让

理财行为在阳光下运行，把社会监督渗

透到权力运行过程中，从而达到监督的

经常性、有效性，以防止权力的滥用。

这都是与我国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也是代表

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我心中的“财政精神”

可以归纳为：惠国、福民、善财、仁政，

其中，“惠国”、“福民”是奋斗的目标，

“善财”、“仁政”是实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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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体财政人来说，提炼“财政

精神”不仅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和思考过

程，更是一项严肃的科研项目。既需要

我们具备扎实的财政学科知识，更需

要我们拥有纵深的眼界和胸怀，通古博

今，从而获得既尊重历史也与当下紧密

结合的关于“财政精神”的全面认知。因

此，通过深入学习和思考，提出如下观

点：

——惠国。正如苏辙所言：“财者，

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

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财政是以

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属于国家机器

的一种基本功能，与此同时，作为庶政

之母，财政又是一切政权运作的物质基

础，通过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合理分配

国民收入，稳定经济发展等手段，最终

推动国家和社会的稳步前进。从我国历

史来看，但凡发达的朝代，多半经济富

庶、财政充盈，统一、稳固的财政是打

造盛世的根本条件之一，也是一个国家

和民族盛衰的晴雨表。因此，“财政精

神”中的“惠国”，即是要求我们树立爱

国情怀和大局观念，始终把是否符合国

家利益作为衡量财政工作成败的首要标

准。在当下，可以被解读为要全力为打

造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提供一切可能的物力和财力支持。

——福民。财政工作分配的最终对

象是国民财富，它取之于民，也需用之

于民。因此，“财政精神”中的“福民”不

是简单的“富民”，要求在努力提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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