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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  科学  精细  廉明 
    ——财政精神再提炼     

秦中艮

一项综合性经济管理工作，无疑要讲政

治，讲大局，但财政毕竟是一门经济管

理科学，也是一项专门的业务工作，有

其自身的规律。财政工作要克服单纯的

业务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业务观

点，更不是排斥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

是要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认识自身规

律及其运行的复杂性，进而抓住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增强财政工作的

适应性、能动性，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

性。随着公共财政的确立和财政收支规

模的不断扩大，财政管理的科学性要求

愈加突出。科学性已成为处理财政收支

矛盾和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区与地区

间、部门与部门间关系的基础，也是衡

量各项财政工作的标准。对科学性的追

求，是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加强财政管

理、提升财政工作质量的精神动力。同

样，科学一词也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如

创新、高效、公平、公正、公开、审慎等。

为什么要创新？目的就在于科学；如何

做到高效？前提是科学；公平、公正、

公开，有赖于科学；审慎所持守的依据，

也是科学。科学一词的解读性也较强。

精细  财政是与钱打交道的，财政

数字的背后，既是国家政策也是真金白

银。做好财政工作必须具有务实的态度

和严谨的作风，必须大处着眼，细处入

手，虑事周密，工作细致，精益求精。细

节决定成败，不重视细节，财政工作的

科学性就难以落到实处。精和细，是科

学务实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的具体

体现。精不仅指业务熟练，还指在此基

础上的观察、分析问题深入，考虑问题

周到，工作预见性强，多谋善断等；细

既指细心、细致，又指为民服务无小事，

工作扣得细、抓得实。精和细，既是财

政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做好财政工作

必备的素养。“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精细的包容性也较

强，除了务实、严谨外，还包括勤勉、奉

献等等，业精于勤、小中见大、细中见

精神，均斯之谓也。

廉明  财政是实权部门，可谓近水

楼台。曾有位领导同志说过，看一个人

廉不廉，就让他去管钱。这一方面说明

财政处在利益的关口，常在河边走很容

易湿鞋；另一方面也说明，真正奉公守

法、清正廉洁的人，是经得起考验、过

得了金钱关的。财政人必须牢记“为国

理财，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自觉提

高自身的思想及道德修养，廉洁自律，

警钟常鸣。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正

人得先正己，打铁还要靠自身硬。一个

合格的财政人必须既廉且明。明，一要

明事理，对什么是大局、怎么做才科学，

心明眼亮；二要依法理财，客观公正；

三要讲诚信、有智慧。无论什么时候，

廉和明，都可以当之无愧地写在财政精

神的旗帜上。

上述四个核心词，较好地体现了财

政的精神特质，标识性强，且具有较强

的包容性和可解读性。

是又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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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精神，笔者已撰文刊发在

近期出版的《财务与会计》（理财版）上，

文中提出的财政精神表述语为：使命奉

献、务实严谨、创新高效、服务廉明。近

些天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觉得上

述四句、十六字虽然含义丰富，能大体体

现对财政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时代精神的

培育等方面的要求，但尚不够简洁、明

快，“标识性”不足。经过进一步提炼，笔

者认为财政精神可用以下四个核心词、

八个字表述：大局、科学、精细、廉明。

大局  财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财政作为党和

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

政策工具和监管手段，是国家政权活动

的重要方面，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

一个政治问题。财政工作必须讲政治，

而这个讲政治首先表现在要有全局观念

和大局意识。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数

字里面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

策”。可以说，财政数字就是国家政策的

货币表现。只有从全局的高度来决定数

字，才能科学地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和

人民的整体利益。全局观念、大局意识，

是做好财政工作的前提，也是财政人应

有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大局一词，

可以涵盖责任、使命、服务、民本等等

概念，包容性和解读性均较强。如中央

与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及财政部门所属各

单位、各业务环节，所面对大局的具体

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但都可在大局一

词下予以解读。

科学  财政作为集中体现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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