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院校的师生，向他们介绍理财版的办刊方针、刊物定

位、栏目设置和用稿要求，挖掘实务界中对写作有兴趣、高

校中接触实务较多且对某些实务问题有所研究的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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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建议并反复与作者沟通，由此激发了一大批中青年专家、

学者和理财新秀的写作热情。不少优秀的作者已从理财版脱

颖而出，形成了刊物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中国财政杂志社供稿，石化龙、

闵 超、刘黎静执笔）

财 经报纸 出版

2008 年，《中国财经报》坚持 “立足财政、面向社会、

反映经济、服务读者”的办报宗旨，按照财政部党组的要

求，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贴近群众，贴近基层，贴近实

际，以快速反应和专业化水准，积极宣传财政改革与发展，

在财政系统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一、做好财政宣传报道工作

在2008 年初抗击南方部分地区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过程中，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及时启动应急

保障机制，着力加强资金保障，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支持政

策，《中国财经报》及时采写了《灾情就是命令  财政紧急

行动——财政部支持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纪实》等一系列

报道，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报道。

5 月 12 日，震惊世界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财政

部门迅速行动起来，进入抗震救灾的紧急状态。《中国财经

报》及时地追踪报道了财政部门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为抗震救灾提供快速、高效、坚实的保障工作，财政部门迅

速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对部分区

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努力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

完成了《灾难中，我们并肩前行》、《坚强北川》、《财政紧

急救援  灾区困难学生享受特别资助》、《建房建校援灾区

央企灾后重建打好资金这张牌》、《全球会计人牵挂四川灾

区》和《抗震救灾，让财政政策发挥更大作用》等一系列

报道。

为进一步全面反映四川省财政抗震救灾的情况，《中国

财经报》还派出采访组深入四川地震灾区，对抗震救灾情况

进行了实地采访和报道，完成了《在前线指挥部的日日夜夜

里》、《财政厅的灯光》、《有一种伟大叫平凡》、《帐篷里飘

出少先队队歌》、《遭遇强余震》、《坚守岗位，为了灾民的

安康》、《望北川》、《梦中的家园》、《娃娃，节日快乐！》、

《重新站起来的巨人》、《灾区人民吃些啥》、《天使之爱为灾

民遮风挡雨》和《你的爱筑起我新的家》等，刊登稿件约4

万字、照片近百幅。报道得到了广大读者好评和财政部的肯

定。

二、积极宣传 30 年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就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财经报》对此

进行了重点策划和报道。开辟了“财政改革 30 年政策背后

的故事”、“财政改革30 年”、“亲历税改”和“财政厅局长

谈改革”等栏目。完成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我国税制改

革30 年回眸》、《数字里包含深情的奉献——财政部行政政

法司改革开放30 年综述》、《经费保障跟着履行职能走——

访财政部行政政法司长李林池》、《面对“危机”，中国金融

应审视什么？——访金融司司长孙晓霞》和《预算改革谱写

精彩华章——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萍谈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和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突破》

等重点报道。

财政部原部长刘仲藜和项怀诚是 30 年改革开放的亲历

者和重要财政政策的参与者、制定者，回忆当年改革的峥嵘

岁月，刘仲藜同志撰写了《伟大成就  深远影响——纪念财

税改革30 年》一文；本报记者通过采访项怀诚同志，完成

了《亲历分税制改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财政》和《财

政支出改革是对财政部门本身的削权》等文章。此外，《中

国财经报》还采访了财政部原副部长楼继伟、原副部长迟海

滨和财政部部长助理张通等，对我国政府采购改革的历程进

行了系统的回顾，刊登了《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再回

首，一部法的诞生》和《我对政府采购事业充满信心》等

重要文章。

三、热点报道常抓不懈

2008 年9 月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日趋

严重。为了克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国家果断采取积极

财政政策，财政再次承担起“保增长”的重任。为此，《中

国财经报》及时开辟“积极财政政策系列述评”、“保增长

扩内需  促改革  重民生”等专栏，向广大读者报道和解读

党和国家财经方针政策。同时，先后派记者走访受危机影响

较大的江苏、浙江等省，“总编辑访谈”栏目中的《从全球

视野谋划江苏财政》报道即反映了江苏财政如何在危机时刻

发挥作用、及时做好政策调整。

2008 年，《中国财经报》紧紧围绕财政部党组的中心工

作，关注财政改革与发展的热点问题，采写了一些具有一定

深度的专题报道，展示了各地财政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经

验。如，反映内蒙古、宁夏化解乡村“普九”等债务工作的

《发自内心的感激》、《化债促发展践诺为民生》；展现黑龙

江实施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经验的

《财政奖补得民心  一事一议解难题》；反映北京市海淀区、

湖南省湘潭市积极探索财政精细化管理的《数据清责权一统

做决策心明眼亮》、《 “只拿钱  不办事”当休矣》；反映国

家实施保增长、促内需政策的《政府奖励保增长  家电下乡

扩内需》等系列报道，在财政系统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四、《中国会计报》创刊

2008 年7 月 18 日，《中国财经报》子报《中国会计报》

创刊，并于2009 年 1 月 1 日正式发行。《中国会计报》创刊

不仅为进一步服务财政、宣传财政，特别是为服务 1200 万

名会计工作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也为报社发展拓展了

新的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财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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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副主任冯淑萍、审计署副审计长

董大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国家

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等出席了《中国会计报》的创刊仪式，

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主持了创刊仪式。王军副部长提出了

“为会计人说话，让会计人说话，说会计人的话”的办报理

念。按照这一理念，《中国会计报》策划了一些重要专题，

在业界引起广泛关注。如，《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纪念改革

开放30 周年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 20 周年研讨会》、

《中国改革开放30 周年·会计特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成立20 周年征文活动。其他如《华尔街“计量门”》、《首

个中国企业倒在金融风暴中》、《中国企业须防金融风暴

“蝴蝶效应”》、《小额贷款公司生存忧思》、《 雷曼兄弟 CFO

“失语”剖析》和《增值税转型全面启动中小企业减税是

“意外之喜”》等报导，突出了《中国会计报》对金融危机

下企业状况关注的独特视角。对于新医改的报道则突出了成

本这一主题，如《让全成本核算破解看病贵》、《看病贵，

成本加在哪里》等。这一系列策划报道均受到读者广泛关注

和好评，为《中国会计报》的发展奠定基础。

五、版面丰富、特点突出，影响不断扩大

2008 年，《中国财经报》每周出版4 期，共24 个版。逢

周二、三、四、六出版。每周二、四、六为常规报道，以财

政及宏观经济新闻报道为主，并附有发展导刊、财经专题、

市县财经、世界、方舟等专刊。常规报道版面分几大版块，

第一、二版块为重大财经新闻和宏观经济新闻的即时报道，

包括财政部重大政策的发布与政策解释，地方财政系统的改

革进展与经验总结。“发展导刊”重点报道宏观调控带来的

各个领域的变化及相关的评论分析、财经理论动态，向经济

领域作广度、深度拓展，包括大金融、税刊、思想广场等版

块。“市县财经”版块主要反映的内容为地方财经改革动态。

“世界”版透视全球经济走势，关注世界各国财税政策在经

济发展中的运用。“方舟”版圈点介绍最新的文化产业发展

状况，从人文关怀角度透视公众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

每周三为《政府采购周刊》，共 8 个版，主要内容为宣

传报道国家的政府采购政策、理论以及政府采购工作中的热

点，宣传报道地方政府采购工作中的经验与创新，发布政府

招标公告，关注企业投标信息，展示企业中标实力，是财政

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必须刊登媒体。设有 “采购纵横”、

“地方采购”、“理论实务”、“行业扫描”、“科技·财富”和

“IT·汽车”等版块。

子报《中国会计报》每周五出版，共 16 个版。前身为

《中国财经报》的“财会世界周刊”。《中国会计报》专注于

财会业界最新动态，阐释国家财会法规，报道企业理财经

验，推介会计实务知识，是注册会计师考试和财会专业考试

辅导的权威媒体。设有“充电课堂”、“家园漫步”、“中介

天地”、“企业理财”、“法规快递”、“考试专页”和 “业界

时空”等版块。《中国会计报》是报社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走市场化办报思路的一个尝试，也是力争使其成为一个新的

经济增长点。

2008 年各媒体转载《中国财经报》的文章共 579 篇，

其中，纸质媒体转载 10 篇，中央电视台转播 125 篇，网络

媒体转载444 篇。《中国财经报》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

（中国财经报社供稿，杨 光执笔）

财政信息 系统建设

2008 年，财政信息化以服务财政改革与发展为宗旨，切

实贯彻一体化建设指导思想，积极推进“金财工程”建设，

在应用支撑平台建设与推广实施、业务系统应用、基础标准

规范制定、网络整合及安全建设、IT 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等方

面，取得较好成效。

一、积极推进应用支撑平台建设和试点运行工

作

（一）平台及基于平台开发的中央预算指标管理系统成

功上线运行。根据财政部信息办会议关于平台和新指标系统

先行上线的决定，信息网络中心与预算司，积极开展各项准

备工作，制定详细实施方案，安装部署系统软硬件环境，认

真开展系统初始化设置及人员培训等工作。经过充分准备，

2008 年4 月，平台及基于平台开发的新版中央预算指标管理

系统在部本级正式上线运行。上线后，及时将当年人大批复

的预算指标导入系统，密切跟踪系统运行，提供现场技术支

持，较好地满足了预算指标的分配、加载、调整等日常业务

管理工作要求。同时，按照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业务需

求，及时解决了基本建设项目预算管理系统与指标系统之间

的对接问题，实现了国有资本金经营预算管理业务上线运

行。

（二）积极开展平台在地方试点工作。一是平台在试点

省市成功上线运行。继山西省采用“接入”模式接入平台的

系统于2007 年年底上线运行后，四川省采用“生长”模式

基于平台开发的核心业务系统在6 个试点区县成功运行的基

础上，2008 年4 月平台在省本级投入应用。在“5·12”汶

川大地震中，应用支撑平台和新系统很好地支撑了紧急业务

处理，保障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河北省采用 “接

入”模式，基于应用支撑平台整合了现有财政业务系统，

2008 年5 月初正式上线运行。宁波市基于平台整合系统 5 月

投入正式使用。青岛市在市本级采用“接入”模式整合系

统，在区县级采取以 “生长”和 “接入”相结合的模式，

基于应用支撑平台建设区县级一体化管理信息系统，也取得

了较大进展。二是积极支持和指导地方开展试点及推广实施

工作。为推进平台在地方财政部门的试点及推广实施工作，

信息网络中心主动加强与地方的联系，组织人员到试点省市

进行督促指导，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到积极推进平台实

施工作的贵州、安徽、福建、山东和大连等省市进行实地考

察调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共同研究讨论平台实施方案。

三是进一步规范平台在全国的推广实施工作。研究发布了

《财政部关于金财工程应用支撑平台在地方推广实施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对平台实施相关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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