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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财政精神”的几点认识

钱国玉

与提高绩效以及需求与财力的关系，使有限的资金

用到急需的地方、发挥更大的效益，既积极进取，又

量力而为。

三是“精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发展，而发展

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科学和精细作保证。财政的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贯穿于财政实践的全过程，其运作

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和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益。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与时

俱进，不断突破落后观念和方法的束缚，不断推进决

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不断发扬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积极探索和把握财政工作的客观规律，依照财政法律

法规建立健全财政运行机制，这些都是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必然选择，也是用经得起实践、群众、历史

检验的业绩推动财政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所在。

四是“清廉”。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是党对财政

干部的基本要求；兢兢业业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是

财政人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党和人民把关乎庶政的

重大财权赋予我们，是对我们的充分信任。一代代财

政人呕心沥血、夙夜在公、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用

勤政廉政的实践书写了光辉篇章，彰显了共产党人

的风范，是激励后人拚搏进取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

形势下，我们更有责任和必要发扬光大这种可贵的

精神，做到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善于自律、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以扎实的工作业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政治坚定、作风优良、技能过

硬、纪律严明的合格答卷。

“为民”是理财之基，“务实”是用财之本，“精细”

是兴财之道，“清廉”是管财之要。只要广大的财政工

作者深得其义、含英咀华、身体力行，我们的财政事

业就能百舸竞进、无往不胜。

（作者为河南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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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精神是财政工作的宗旨、人文、特色等全部

内涵的集成和概括，是理财观念、理财作风、理财方

法的精髓和要义。新中国的财政历经沧桑，经过一代

代财政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形成了许多催人奋进的光

荣传统，积淀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精神财富。我从事财

税工作30余年，认为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用简

要、洗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民”。财为庶政之母。“政之所兴，在顺

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我们的财政是公共财政、

服务财政，更是民生财政。共和国财政从初创那天起，

红色政权的理财人就把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作为自己

的施政理念坚定不移。特别是我们党走上执政岗位

后，更是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作为财政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所以说，理财为民是财政工作者的政治方向，也是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财政战线的集中体现。

广大财政工作者只有心里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才能够在生动的理财实践中找准定位、体现价值、有

所作为。

二是“务实”。务实就是坚持党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这是财政工作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务实之要

在于谋实策，即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

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做到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问政于民，既能吃透上情，又能摸清下情，

使财政的全部决策建立在符合省情、乡情、民情的基

础之上；务实之要在于说实话，即如实反映社情民

意，如实反映经济运行的态势和现状，不浮夸成绩，

不掩饰问题；务实之要在于算实账，即全面准确地把

握财政收入规模、结构和增长因素，严格依法、依规

行政，防止和杜绝各种形式的虚收空转和乱收乱罚，

用“真金白银”保证各项政策的落实；务实之要在于

求实效，即正确处理加大投入与加强管理、加快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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