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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约请北京工商大学王斌教授撰写了《集团财务管理》系

列。②“分享空间”栏目约请实务工作者温胜精就成本管理

等实务问题撰写系列文章。③“点睛系列”栏目约请上海财

经大学会计学院刘华老师撰写企业内部控制实践方面的系

列文章，为我国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供经验参考和有益

启示。约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陈虎等以“战略财务、

业务财务、财务共享服务协同发展、创造价值的财务管理体

系”为主题撰写系列文章。④约请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王

振武老师撰写实施ERP的系列文章，通俗地讲解、浅显地

论述、生动地阐释信息化的道理和相关问题。⑤“考辅之页”

栏目继续刊载了高级会计师考试自测试题及答案4套，得到

读者的好评。

（四）提高刊物的可读性。

1.加大实务工作者稿件的采用比例。作为实务性刊物，

理财版的读者大多是财务会计一线的理财者，为此，2011

年理财版有意识地加大了对实务工作者的约组稿力度，全

年刊发的各栏目文章中实务工作者的稿件比重较高。其中，

“理财广场”栏目全年刊发文章28篇，“CFO论坛”栏目全年

刊发文章14篇。

2.加大对“案例分析”栏目的策划组稿力度。为使理财

版的内容更加“可读、易读”，2011年理财版加大了对该栏

目稿件的策划组稿力度，全年刊发文章30篇，内容涉及上

市公司控制权之争、管理层激励的业绩评价、企业重组、上

市公司理财行为问题与分析、创业板IPO中的盈余管理、上

市公司外汇期权套期保值问题、企业并购的资源预期协同

问题、采购流程与公司财务策略、现金集中管理问题、价值

管理与内部控制相结合问题等。

（五）注重加强编辑队伍建设。编辑部认真组织全体人

员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并在

宣传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正确的宣传导向，以

在审改稿件过程中把好政策关。在业务方面，抓好企业财

务、税收、国资、外汇、资本市场等新政策和知识以及编辑

出版知识的学习，提高编辑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在对外联络

方面，鼓励编辑人员积极参加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各种会议，

多方面联系作者，了解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理财新进展、新思

路和新做法，听取与会人员对《财务与会计》（理财版）的建

议，进一步加强了与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联系。通过学习，

编辑队伍的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有了较大的

提高。

（六）加强作者队伍建设。编辑人员利用参会、采访等

各种机会广泛联系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和财经院校的师

生，向他们介绍理财版的办刊情况、刊物定位、栏目设置和

用稿要求，以增强作者投稿的针对性 ；认真对待每篇来稿，

注意挖掘实务界中对写作感兴趣、高校中接触实务较多且

对某些实务问题有所研究和体会的作者。在处理稿件过程

中，编辑们又结合作者所长，提出有针对性的修改建议，反

复与作者沟通，由此激发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和理财新秀的

写作热情。

（中国财政杂志社供稿，张 敏、刘黎静、

周愈博执笔）

财经报纸出版

2011年，《中国财经报》有效履行财政宣传职能，围绕

财政中心任务，突出宣传重点，全面准确及时反映财政在推

动科学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成效。针

对社会关注的财政热点、焦点问题，主动解疑释惑，为财政

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报纸出版基本情况

2011年，中国财经报社主办有《中国财经报》及其子报

《中国会计报》、《中国政府采购报》。《中国财经报》出版194

期，《中国会计报》出版71期，《中国政府采购报》出版64期。

《中国财经报》每周出版4期，共28个版，逢周二、三、

四、六出版。其中，财政新闻宣传报道占整体版面的80％，

除了要闻、新闻版，还有市县财经、发展导刊中的税刊及企

业版、世界版、政府采购周刊等，覆盖了财政宣传的各个

层次各个方面。社会经济新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宣传占

20％。根据财政新闻宣传需要，增强版面的服务性和可读

性,“财经周末”专刊，开辟了“财经聚焦”、“财经文摘”、“副

刊”和“理财”4个版面。其中“中财时评”、“财经周记”、“记

者观察”、“财经人视点”等经典栏目继续保留。“政府采购周

刊”每周三出版，共4个版，主要报道政府采购政策、理论

以及政府采购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宣传报道地方政府

采购工作中的经验与创新，发布政府信息公告和招标公告，

关注企业投标信息，展示中标企业实力。现设有采购纵横、

地方采购、理论实务、行业扫描、科技财富、IT汽车等版块。

《中国会计报》每周一期，每期16个版，每周五出版。包

括要闻版、综合新闻、朝花夕拾、地方传真、CFO世界、专

题、会计信息化、银企连线、领先视野、中介天地、家园漫步、

政府会计、税收筹划、考试攻略、充电课堂等。

《中国政府采购报》，每周两期，每期8个版，每周二、

五出版。该报除了保留“政府采购周刊”的部分经典版面和

内容，还开辟了“it周刊”、“电器周刊”、“汽车周刊”、“绿周

刊”等。

二、以《中国财经报》创刊20周年为契机，做好
新闻采编工作

2011年是《中国财经报》创刊20周年，财政部部长谢旭

人专门写来贺信，对办好《中国财经报》提出了明确要求和

期望，他强调：希望《中国财经报》以创刊20周年作为新的

起点，始终坚持正确导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强化宣传引导，及时解疑释

惑，使财政新闻宣传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不断增强财政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不

断提高财政舆论引导的公信力、影响力，努力为财政发展改

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报社一个主报两个子报所带来的

平台优势正在形成，报纸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在报道风格

上，《中国财经报》更多体现出了稳重大气的特色，注重政策

解读，宣传财政工作主旋律；《中国会计报》和《中国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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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报》两份子报则注重反映行业特色，《中国会计报》已成为

展示会计行业信息、交流各地会计改革经验的主阵地。《中

国政府采购报》承担着发挥政府采购舆论宣传监督的重要

作用，也正在逐步扩大其影响。3份报纸在内容上互为呼应，

在形式上各具特色，在广告发行上相互搭台，在积极主动服

务部党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财政系统重点工作的同时，努

力打造自身品牌和行业亮点，并取得了实际成效。

三、紧紧围绕部党组中心工作，努力增强新闻宣
传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

为更好地服务部党组中心工作、服务读者，2011年主报

和子报的版面及栏目均有所调整，在宣传报道的形式和方法

上有所创新。在版面及栏目设计上，《中国财经报》一版有意

识地加大了对当前各地财政创新性做法的及时报道；新闻

版加大财政政策宣传力度，更好地为部党组中心工作、为地

方财政工作服务；二版增加了“微观财经”栏目，选择刊登

微博上的财经热点问题与读者共享；每周六的第四版“财经

时空”加大了对当前财经热点、地方财政经验和财经新闻人

物的报道力度。考虑到《中国政府采购报》创刊以来，采编、

发行、广告经营等工作已基本趋于正常，而《中国财经报》

仍保留每周8版的“政府采购周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源

浪费和新闻报道重复，从10月份起，周刊减为每期4版，同

时《中国财经报》相应增加“财政监督”、“财政与‘三农’”版，

以加大对其他财经工作的宣传报道。《中国会计报》进一步

做好“地方传真”版面，陆续推出了《中国会计报》走进省区

市系列报道，结合全国会计管理工作重点开展了一些专题

报道。《中国政府采购报》年初推出了“代理机构版”、“采购

人版”，对读者群的工作需求进一步细化。为达成更好的宣

传效果，不断创新，为财政改革和发展悉心服务。对财政部

出台的重大政策，注重以专题报道、追踪报道和政策解读的

方式立体宣传，扩大影响。《中国财经报》更加注重方案策划

对接、形式内容扩展、宣传效果落实，采取集中精干力量全

程参与筹划的具体做法，取得了较好效果。新医院5项财会

制度将于2012年起实施，报社记者实地采访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肿瘤医院等总会计师试点单位，于2011年10月推出了

2个版的“新医院财会制度的北京试点”和“医院设立总会计

师，北京在行动”的重头报道。10月，财政部发布《小企业

会计准则》，初步构建完成了我国企业会计标准体系。报社

指派专人提前沟通，提出报道策划方案，有深度剖析、快速

解读、各界评价，连续两期从多个角度集中阐释了准则的不

同侧面，为该制度的贯彻落实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着眼推进财政文化建设，充分展示当代财政
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爱岗敬业好形象

《中国财经报》对财政部系统内3位先进人物的宣传报

道，无论在质量上，还是社会影响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对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财政局基层财政干部李红英的先进

事迹，写出了长篇通讯《在平凡的岗位上》、《感动平凡》侧

记和相关跟踪报道。对江西省上犹县财政局干部张学森舍

己救人、献出年轻生命的先进事迹，报社记者第一时间深入

采访，写出了《一个年轻生命的最后“一试”》长篇通讯，财

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在报道上做了重要批示：学森同志的事

迹很感人，仅此“一试”的精神就足以彰显崇高的思想境界

和道德水准，他是我们财政基层战线涌现出的又一位英雄

模范人物，是财政人的骄傲，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财经报

行动快，有力地配合了财政系统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也为

庆祝建党90周年贡献了力量，应该表扬。江西省代省长鹿

心社以及其他省主要领导也做了批示。张学森的哥哥写信

感谢记者写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弟弟。报社采写的“累倒在岗

位上的财政干部汪大勇”的先进事迹，同样产生较大反响。

五、扎实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活动

《中国财经报》紧扣时代脉搏，关注财政改革，聚焦社会

民生，扎实开展“走转改”活动，新闻报道质量迈上新台阶。

报社记者深入到基层一线，采写了大量生动鲜活的新闻报

道，加强了与地方财政的沟通，不少报道受到有关领导和部

门的好评。“走基层•民生财政看青海系列报道”， “百村调

研”活动的一系列报道受到了地方财政厅领导的表扬；《三

大产业带隆起在内蒙古大地-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央财政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巡礼》，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刘新乐批示，《一张卡巧解医改难题-河南省焦作市政

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纪实》获得2011年度中国健康传播好

作品三等奖；《关于增强县级财政部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

障能力的思考》一文，获得了财政部优秀论文二等奖；《我

们离真正的无烟日还有多远》一文获得卫生部2010-2011

年度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三等奖；《“汶川”重生-写在

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之际》一文获中宣部、中国记协

等5部委组织的汶川抗震救灾好新闻奖；在3月11日的全

国两会报道中，《中国会计报》重磅推出的一份24个版面的

“核算中国”主题特刊，分别涵盖三个特色鲜明的“账本”，

荣获第21届中国人大新闻奖报纸、通讯社作品系列报道和

连续报道三等奖，实现了《中国会计报》在全国性新闻奖项

上零的突破。3份报纸2011年并驾齐驱，协同作战，一些报

道引起社会的关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被各门户网站、文

摘报转载近4000条。

（中国财经报社供稿，杨 光执笔）

财政信息化建设

 2011年，财政信息化建设紧紧围绕财政工作大局，按

照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及一体化建设指导思想继续

全力推进，应用支撑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推广实施与应用

取得重大进展，技术支撑与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服务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信息化规范

管理得到加强，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全力开展平台推广实施和基于平台的业务应
用，促进财政信息化一体化建设与管理

（一）扎实推进平台在地方推广实施工作。一是组织召

开全国财政系统金财工程应用支撑平台推广实施与应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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