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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
——记邓子基教授从事

教育科研50周年

刘小腊

日前，厦门大学举行隆重集会，

庆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与

教育家邓子基教授从事教育、科研50

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委

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丙乾，财政部长刘仲藜，国家税务

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项怀诚，中共

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福建省省长贺

国强等为邓教授题词祝贺；财政部、

国家教委等部门党政领导、 兄弟院校

的代表、各地的厦大校友以及厦门大

学经济学院的部分师生共 500 多人参

加了庆祝会。与会领导、专家对邓教

授50年的教育科研所取得的成就和贡

献做出了高度评价，邓教 授 致 词 答

谢。整个庆祝大会气氛隆重而热烈。

邓子基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财政经

济学家，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开拓者

与奠基人之一。从1947年秋执教于福

建罗源中学，1950 年 7 月到 厦 大 迄

今，他将75年人生历程中的半个世纪

光阴，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 科研事

业。在这50年时间里，邓子基教授潜

心研究，著述达千万余字，理论 上独

树一帜，自成体系，创建了诸多新学

科，填补了国内 “空白”；邓教授致

力祖国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数十

万财政、经济专门人才；堪称学界的

一代宗师。

邓子基教授是我国财政学 主流学

派—— “国家分配论”的主要倡导者

之一。早在60年代初期，就在《厦门

大学学报》、 《中国经济问题》等杂

志，发表了《略论财政本质》、 《试

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财政只能

是经济基础的范畴》等一系列文章，

提出并论证了财政的本质“以国家为

主体的分配关系”的基本观点，在学

术界掀起了关于财政本质的广泛而深

入的讨论。在此后的教学与科研过程

中， 邓教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而

系统地论述，使之不断完善，从而奠

定了 “国家分配论”在学术界主流学

派的地位，邓教授也因此 被 公 认 为

“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 表 人 物 之

一。 70至80年代发表的《为“国家分

配论” 答疑》、 《论财政与国家的相

互关系》等论文里，集诸家之所长，

融各派之大成，通过严密的 逻 辑 推

理，深入的论证分析，广征博引，高

屋建瓴，对各种挑战给予了回答，拨

开 了长 期以来关 于“国家分配论”的

迷雾。90年代以来针对有的学者在借

鉴西方财政学理论经验时，照搬西方

“公共产品论”、 “公共需要论”的

情况， 邓教授经过冷静分析，发表了

《坚持 、 发展“国家分配论”》，批

驳 了挑战者的 “过 时 论”、 “质 疑

论” 和 “罪过论”。经过几十年的辛

勤耕耘，邓教授在“国家分配论”这

个基石 上建立了一座日趋完善的理论

大厦。这座牢固的理论大厦由20多条

主要论点、 50 多本著作、近 300多篇

论 文、 共计 1 800多万文字（含合作）

精巧组合而成，在学术界自成一体，

独树一帜。

邓教授向来教育科研并重，在潜

心财政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还致力

于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建设。作为厦门

大学财金系学术总带头人，在他的积

极倡议和努力下，财政金融专业从复

办发展到目前拥有 4 个本科专业、 两

个硕士点和两个博士点，在学本科生

1 000多人、硕士生60多人、博士生30

多人的大系。凭借雄厚的师资力量、

丰富的科研成果、完备的教材系列、

高素质的学生，厦门大学财政学专业

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唯一财政学重点

学科点。同时，邓教授作为主要负责

人之一，创建了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支持、协助建立厦门大学 M BA 中 心

和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为办好厦

门大学做出了有益贡献。

多年来，邓教授坚持多渠道、多

形式、多层次办学，为国家培养各种

类型的人才。除了本科、 硕士、博士

等通常的培养方式外，他还在全国最

早创办了教师进修班、教师研究班、

教师助教班、研究生班、国际税收与

国际会计师资进修班等等，为青年教

师和学生创造了成才条件，满足了国

家建设人才需要。

邓教授虽然年过 7 旬，目前仍活

跃在教学第一线，为包括本科生、进

修教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

内的各种层次的学生上课。通过多年

的探索，邓教授创新并总结了“打基

础与攀高峰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

教学与科研结合、自学与指导结合、

大中小结合”的五结合研 究 生 授 课

法，在教学实际中很受学生欢迎，并

得到国家教委的肯定和建议推广。

邓教授强调学术研究 要 能 引 进

来、 走出去。他不顾七旬高龄和旅途

的辛劳，经常奔波于各种学术研讨会

之间， 为国家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提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他还经常应邀到

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给省长、 市

长等有关领导讲课，受到领导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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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上， 邓教授曾应邀到法国、 加拿

大、英国 、肯尼亚、美国、日本、新加坡、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推动了

国际间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财政理

论思想在国际上的影响。同时，邓教授

还注重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借鉴与

研究，曾先后 主编、翻译、撰写（含合

作） 了《现代西方财政学》、《美国财政

理论与实践》、《美国加拿大税制改革

比较研究》、《西欧国家税制改革比较

研究》、《比较财政学》与《国际税收导

论》等有 关西 方的财政理论，填补 了国

内许 多“空白”，为学习、借鉴西方财政

理论，促进中西财政理论接轨提供 了

铺垫。

邓教授不仅教 书，而且育人，教育

学生如何为人、 处世、治学。他经常谆

谆教导学生：“ 人各有志，人贵有 志，开

拓刻苦， 严谨求是，扬长避短，勇攀高

峰”。邓教授 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

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数以万计，在他辛

勤劳作的园地里，桃李芬芳， 硕果累

累。本科毕 业生数 千人，硕士生或相当

硕士生（含助教班、研究生班、进修班）

4 00 多人，招收博 士生 13届36人，已毕

业2 4人，均获得博士学位。

鉴 于邓教授对我国教育与科研事

业的巨大贡献，国内、国际都给 予了充

分的肯定 与表彰。1991年，邓教授获得

国 务院颁发的“ 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

特殊津贴，他多次作为杰出专家学者

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几

度受到国 务院、福建省、厦门市的奖励

与表彰。 他的名字被英国剑桥国际传

记中心列入《世界500名人传》、美国传

记协会列入《国际500名有重大影响人

物传》。他的事迹、成就被国内外十几

家新闻媒介采访报道，他的学术著作、

论文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

75岁高龄的邓子基教授觉得自己

依然是一 个 “年轻的老年人”，老骥伏

枥，志在 千里，如今他仍孜孜不倦地为

祖国的教育科研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光

和热。

（作者 单 位：厦门大学）

世界之窗栏目主持：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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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共体国家中， 西班 牙、 德国

的失业问题较为突出， 失 业率 长期居

高不下。1994 年西班牙失业 人 数 达

380万，失业率为24. 5% ，创历史记

录，经过政府、劳资多 方 努 力， 到

1997 年 5月降为 1 3. 26% 。据德国劳

工局统计，1997 年 6月德国失 业 人数

为 422 万人， 失业率达 1 1 %。为解决

失 业问题，西班牙和德国政府一方面

通过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保证失 业 人

员的生活需要，维持社会稳定； 另一

方面积极寻求有效措施促进就 业， 在

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因高失 业率而带来

的政治、经济、社会等 方面的压 力。
一、两国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 西班牙。 1 96 1 年， 西班牙

建 立了失业保险制度。30多年来， 通

过对这项制度不断进行调整， 使之 在

保障失业人员待遇和促进就业等 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1 . 失 业保险基金的筹集。 失 业

保险基金主要来源 于两 个方面：一是

雇 主和雇员缴纳的失业 保 险 费，目

前，西班牙失业保险费缴 费 比 例 为

7. 8% ，其中雇 主缴纳6. 2% ，雇员

缴纳 1 . 6% ；二是政府财政补贴，按

照雇 主和雇 员缴费收入 与根据年度失

业保险基金 支出预算的差额， 由政府

从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

2. 失 业保险基金的 支付。 失 业

保险基金 主要用 于两个方面： 一是失

业 金。享受失 业金与失 业前 6 年缴纳

失 业保险费的天数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必须满足失 业前6年间至少缴纳了 1

年的失 业保险费， 才能够按照缴费时

间长短 获得 1 20天至720天不等的失业

金。 在失业后的 6 个月内， 每 月领取

的失 业金 为月 失 业 金 标 准 基 数 的

70% ， 6 个月后降为 60% 。而 且对享

受失 业金的最高数额和最低数额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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