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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精神大家谈CHINA STATE FINANCE

立足财政　提炼精神

陈小平

缺乏应有生命力，不能客观展现财政

人应有的价值理念、精神品味和人文

关怀，就不能称为财政精神。

（二）要反映财政系统最本质、

最真实的认识和理念，代表最广泛的

财政共识，取得本行业广大干部职工

甚至是财政行业之外的广大民众的

认可、认同。财政系统自上至下，泱

泱万众，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

阔区域内，受不同文化传承与区域文

明的影响，必然会出现认识复杂、思

想多元、精神多样现象。这既有一定

的客观必然性，也是长期倡导“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就如这次

提炼财政精神活动，势必会征集到成

千上万条表述语。哪一条表述语可以

集中概括财政精神呢？智者见智，仁

者见仁。我们必须将能够最客观而真

实反映财政特征，取得最广泛认同的

那部分精神提升为全国财政行业的

精神，而不能将只代表某个区域或某

一小部分人认识、想法的东西上升为

整个行业的精神。只有最客观而真实

反映财政特征的精神才能取得广大

财政干部职工的认同、认可，才能植

入大家心里，引起共鸣，得到深入持

久传承。

（三）要简明扼要，一目了然，朗

朗上口，易于传诵。提炼财政精神，

必须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确保

内容的客观、真实、健康、进步。在

此基础上兼顾形式完美，尽可能实现

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既要内容充

实、思想深刻、富有新意，也要形式

完美、给人美感。具体到形式上，要

坚持能短则短、能精则精、能简则简

的原则，力争做到短小精干、言简意

赅；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明白通

俗，满足“易懂、易记、易传”的要求。

（四）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

以有效地影响一个较长时期，或者是

影响若干代财政人，如三、五十年甚

至是一百年；而不是三、五年就在不

知不觉中被自然遗忘，或被所谓的新

精神所取代。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人

民服务”宗旨，寥寥五个字，却管用

几代人，长期被广泛流传和学习。我

们提炼的财政精神也许达不到如此

高的境界，但应尽可能向这样的境界

靠拢。

财政精神应涵盖的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认识，在广泛听取广大

干部职工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学

习与思考，笔者认为“财政精神”可

以概括为“服务发展、情系民生、取

用有道、崇德尚俭”。

服务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服

务发展是财政的重要职能，也是财政

人的基本职责和长期追求。长期以

来，我国财政系统始终高擎发展是第

一要务的旗帜，坚持经济决定财政、

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原则，积极发挥

职能作用，贯彻落实党委、政府的决

策部署，投身于经济社会建设大局之

中，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

开展“财政精神”提炼活动，对

全国财政系统进一步形成思想共识、

凝聚精神力量，推进财政文化建设具

有积极促进作用。笔者长期供职于财

政部门，对财政工作与生活具有较强

的感性认识；平常工作生活中十分关

注财政文化建设、“财政精神”提炼等

主题活动，对财政文化建设、“财政

精神”提炼有一定的思考。现应中国

财政杂志社邀请，将有关思考提供如

下，并于此就正方家。

财政精神应有的形式要件

（一）实实在在体现财政行业、

财政工作的特点，客观反映财政的本

质内涵、文化底蕴与价值理念。五千

年的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时刻绽放着

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财政精神作

为华夏文明的一个小分支，必然会受

到华夏文明的影响，接受华夏文明的

营养和滋润。提炼财政精神要遵循共

性与个性相结合原则。一方面要接受

和传承华夏文明共性的部分，在当前

背景下，尤其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要求，体现“为国理财，为

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另一方面，作

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尤其是在构建公

共财政背景下，财政所蕴涵的精神必

须有其独特的品味和内涵，能够反映

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与财政管理的

特性，有其独立于其他行业精神的一

面。只有这一特征的存在，才能称为

财政精神。否则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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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与此同时，财政自身也在服务发

展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壮大。长期的实

践使服务发展已从财政的一项基本职

责内化为财政人的一种价值理念和价

值追求。从精神层面对这一理念和追

求进行提炼和提升，将之升华为“财

政精神”，是一种客观必然。

情系民生。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在财政工作中的具体落

实和体现，也是新中国财政人长期坚

持和弘扬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和价

值理念。它既反映财政人长期植根基

层、植根人民之中由衷产生的朴素情

怀，也是对财政人的基本工作要求。

财政收入的一分一毫都取之于民，也

都必须用之于民，努力实现“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

长期从事财政收支管理活动中，广大

财政干部职工必然会与人民群众结下

千丝万缕的关系，产生深厚的感情。

亲民、为民、惠民的朴素情怀必然会

上升为价值追求和精神共识，植根在

财政文化的培育过程中，成为“财政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取用有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取

用过程中，必然要有既定的规矩和原

则，这就是国家之法、党的政策、政

府的施政要求以及财政干部职工所

必须遵循的财政职业道德。没有规矩

和原则，或有规矩和原则却不予以遵

循，导致收过头税、虚收、偷税、漏税

或是随意用钱、监守自盗等，就是“取

之无道”，最终是违反党纪国法，走上

犯罪之路。坚持取用有道，遵守党纪

国法以及财政职业道德，既是对财政

人的工作要求，更应成为财政的价值

理念，并纳入财政文化的构建范围，

成为“财政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德尚俭。德，是人之所以成为

人的重要属性，凡为人者都有道德的

要求。具体到一个从业者，他除了应

具备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德外，还

要遵循其所从事行业的职业道德。具

体到财政部门的财政人，既要遵循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要遵循财政的

职业道德。财政干部职工直接参与财

政收支管理活动，掌握着成千上万亿

元资金的分配权，长期面临着“常在

河边走，难免会湿鞋”的考验。对财

政干部职工，除了予以必须的法律法

规约束外，还要有更高标准的道德约

束与要求，使其自觉遵纪守法，严格

按财经规律办事，合法合理分配财政

资金，确保将有限财政资金用到刀刃

上，用到人民群众之最需处。“俭”从

本质上理解属于道德的范畴。它既属

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范畴，也属于

财政职业道德范畴。因为“俭”字天

生就与“财”字相联系。这是“财力有

限，需求无限”的特性所决定的。尽

管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迅速增

长，财政体量迅速做大，但收支矛盾

是永恒的。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具

有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更

应该崇尚节俭，尤其是在财政收支矛

盾还十分尖锐的背景下，居安思危、

戒奢尚俭，不仅要作为财政的一种基

本工作要求，还要内化为全体财政人

的精神追求，提升为“财政精神”的

一部分，用以教育、指导和制约广大

财政干部职工。

下一阶段，我们要继续按照财政

部的部署要求，组织福建财政系统广

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财政精神的提炼

活动。既积极主动参与全国性“财政

精神”的提炼活动，努力将福建“财

政精神”的这一涓涓细流融入全国

“财政精神”的涛涛洪流中，成为全国

“财政精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也要紧密联系福建省情，积极

提炼出体现福建区域特征的福建“财

政精神”，并积极主动开展弘扬和宣

释活动，使之深刻地烙在福建财政人

的脑海，体现在具体的一言一行中，

用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斗志、

引领方向，有效指导和推进福建财政

的改革发展大业。

（作者为福建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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