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读者要求开辟和调整了，“点睛系列”、“谈股论金”、

“财苑走笔”等是顺应读者需要的新栏目， “点睛系列”

是财务管理问题的系列分析，“谈股论金”是个人投资者的

酸甜苦辣，“财苑走笔”则增加了刊物的人文气息。栏目的

丰富，使杂志的内容从宏观的财经政策层面到微观的操作层

面，都有了更为完整与清晰的覆盖。同时，为进一步满足读

者的需要，还对 “理论讲堂”、“案例分析”、“理财广

场”、“点睛系列”、“考辅之页”、 “纳税筹划”等栏目

的内容做了较系统的安排，力图为读者提供更系统、更全面

的知识。从读者反映来看，效果较好。

从具体内容来看，首先，加强了对 “本期专题”的策

划力度。2007年策划了公司治理、战略财务管理、全面预

算管理、新准则体系下财务报表分析的策略、国有公司财务

管理现状与治理分析、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季报的影响、

平衡计分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企业集团全面会计控制

体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企业反倾销中的应诉及申

诉、公允价值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共12期专题，收到了较

好的反响。其次，系列策划效果较好。①紧密配合2007中国

并购年的主题，“案例分析”栏目策划编发了中国企业跨国

并购的品牌扩张战略、渠道战略、资源战略、技术战略、投

资战略、产品战略6篇系列并购案例，受到读者的欢迎。②

“理财广场”分4篇系统介绍了中国神华集团的财务集中管理

模式、资金集中与控制、财务人员集中管理模式、统一核算

业务模式。③“理论讲堂”栏目邀请专家以系列讲座形式，

结合案例、统计分析、故事等深入浅出地讲解较有影响的财

务、经济和管理理论，全年共刊载12篇。④“点睛系列”编

发了全面预算管理系列 （8篇）和国企绩效评价体系（6篇）

两个系列。⑤“纳税筹划”栏目策划了融资活动中的纳税筹

划（5篇）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纳税筹划（4篇）两个系列。

⑥“考辅之页”栏目刊载《高级会计师实务》系列辅导试题4

套，受到读者的欢迎。

3.刊物的可读性明显增强。2007年刊物在加强业务知

识和政策法规宣传的同时，也特别注重理财文化的建设，加

强人文氛围。一是2007年新推出的 “财苑走笔”栏目，邀请

张连起结合中外名著，与读者分享其中的理财思想，内容涉

及三国体制论财务、红楼理财系列（4篇）、品《圣经》长

财智、《威尼斯商人》赏析、印象《水浒》财思梁山等。二

是与中国珠算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以珠算为题材的对联、歇后

语、谜面征集活动，并从中评出优秀对联18幅、优秀歇后语

19条、优秀谜面16则，得到读者的积极响应和好评，弘扬了

中华传统文化。三是为美化版式并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

内容，继续在空余版面上刊登链接、理财相关词条、管理谐

趣等。理财版全年共刊登链接23条、词条41条。

4 .优秀作者、热心读者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一是在作者队伍建设方面，众多中青年财务工作者的积极参

与，昭示着刊物的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前景。2007年，在与

原有优秀作者继续保持联络的基础上，通过参会、老作者推

荐、阅读其他报刊挖掘等方式，发掘培养了一批新的中青年

作者，为理财版今后的约组稿工作建立了一支较为稳定、适

合的作者队伍。二是在读者队伍建设方面，对于热心读者提

出的对刊物内容的指正建议，能够及时交相关责任编辑落

实，同时在约组稿过程中，及时听取作者关于进一步提升

我刊质量的建议。三是为调动广大读者、作者的积极性，继

续开展优秀文章评选活动。2007年共评出优秀文章12篇，

优秀读者数十名。

此外，为了完善刊物定位，提升编辑人员期刊策划能

力，2007年，《财务与会计》继续建立刊物编辑出版工作顾

问机制。两个版本均特聘名誉主编、政策及学术顾问，并完

成了新一届学术顾问的换届工作。《财务与会计》理财版建

立了理事会。

为给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进一步

密切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联系，两个版本密切合作，于

2007年7月以“ER P应用与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为主题，举

办了“《财务与会计》理财家俱乐部凉夏茶座”。在 “凉夏

茶座”上，嘉宾们纷纷畅谈自己的看法、感受和体会，发言

中既有实实在在的总结，也有闪烁理性火花的思考和建议，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两个版本分别对上述活动作了文字及图

片报道，对扩大刊物的影响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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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中国财经报》进一步认真贯彻部党组的 “五个

服务”、“三个面向”、“转变作风”的指示精神，坚持正

确的办报方针，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宣传财政改革

与发展，报道地方财政的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特别是在宣

传财政工作贯彻落实党的科学发展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积极宣传民生财政

2007年财政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财政

支出更加注重民生。《中国财经报》及时给予了宣传报道。

“公共财政与民生”栏目是《中国财经报》配合财政中心工

作精心打造的栏目之一，它通过记者在基层、在民间的亲眼

所见、亲耳所闻，将公共财政在实践中的亮点以生动鲜活的

形式展示给广大读者。如：《阳光洒向寒门学子  近年来

我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快速增长纪实》全面勾画了党和政府

在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加大对教育投入的整体脉络。该文

被《人民日报》（1月20日）第二版全文转载，并得到教育部

负责人的肯定。《不交学杂费 开学真高兴——中、东部地区

农村中小学开学第一天见闻》及时反映了财政在免除西部地

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基础上，在全国免除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杂费的新政策，该报道被《人民日报》（2007年3

月3日）第一版全文转载。《“温暖”送给城乡贫困居民》一

文介绍了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全国数千万困难

群体的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文章让读者了解到各级财政

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付出了大量的

心血。《我现在就信新农合了——黑龙江海伦市新型农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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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医疗制度情暖千万家》一文介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已成为最广大农民依赖的医疗救助制度，成为守护农民健康

权益的保护伞，解除了他们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担忧，

并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那山  那河  那人  那桥 ——陕西

省镇安县财政等部门大力解决群众 “过河难”掠影》一文反

映了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大解决民生问题

的支出，对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发挥

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政府给农民发“红包”》一文向读

者介绍了财政部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到

农资综合直补政策深入人心。

另外，“三奖一补”、“节能减排在行动”、“关注廉

租房热点问题”、“全国财政系统 “双先”风采录”、“首

都临空经济发展纪实”、“辽宁财政支持县域工业发展特别

报道”、“化解乡村债务”、“全面提升财政支出管理水平

财政厅局长的思考”、“规范和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公共财政与百姓生活”等重点选题，均为配合财政工作而

精心策划。这些重点策划选题向社会宣传党中央、国务院以

及财政部的有关决策部署，解说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意图和

目标，澄清社会上的一些模糊认识，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

支持各项重大财经政策，从而使党和政府的各项财经政策深

入人心，并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中国财经报》紧

紧围绕会议精神，开辟了 “ 喜迎十七大财政经典篇章”栏

目，及时宣传财政部党组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情况。

为配合财政部贯彻学习十七大的宣传，《中国财经报》将财

政部一年来对公共财政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进行了梳理，从

粮食直补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从农村义务教育到城市义务

教育等有利于民生政策的出台，把财政的公共性深深印到读

者的脑海中，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二、全面报道财政的改革与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科学发展观，财政部2007年积极调整

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深化财政支出改革。财政支出重点向

农村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

困难基层、困难群众倾斜，向科技创新倾斜，着力解决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财经报》通过

政策解读、典型报道、经验介绍等各种方式，对财政部以及

全国地方各级财政的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报道。在

“公共财政这一年”的策划当中，以区域篇、民生篇、记者

篇和经济学家眼中的财政等栏目对这些改革的内容进行了全

方位梳理。在“全面提升财政支出管理水平——财政厅局长

的思考”栏目中采访了15位财政厅局长，并配有记者的8篇评

论，使整个栏目内容丰满可读。

三、巩固和扩大财政新闻宣传舆论阵地

2007年《中国财政报》被各报纸转载的文章总共达38

篇，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稿件达405条，被

《新华月报》、《新华文摘》、《文摘报》、《报刊文摘》

以及各省市报刊转载的各类文章也在不断增加。巩固和扩大

了财政新闻宣传的舆论阵地。

四、版面丰富 特点突出

《中国财经报》每周出版五期，共32个版。逢周二、

三、四、五、六出版。新闻板块每期均有，每周二、四、

六，一二版为财经新闻，内容涵盖了重大财经新闻的即时报

道。财政部重大政策出台的发布与政策解释，地方财政系统

的改革进展与经验总结；周二、周六第三版为宏观经济新

闻，此版主要是对国家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热点进

行深入报道。周三、周五的一二版分别侧重政府采购和会计

行业的新闻。除新闻板块外，还有《发展导刊》、《市县财

经》、《世界》、《方舟》等专刊以及《政府采购》和《财

会世界》两大周刊。这些板块，内容丰富，特点突出，各有

侧重，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财经新闻宣传。

（中国财经报社供稿，杨光执笔）

财经图书出版

一、财政经济图书出版工作

200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财政部党组的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稳

健经营的原则，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坚持为财政工作服务、

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努力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较好地实

现了社会利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2007年2月8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获得ISO 9001：2000

质量管理认证，成为我国率先贯彻ISO 9001标准并通过认证的

少数几家出版社之一，为进一步规范质量管理工作，向社会

各界读者提供优质的出版物及良好的服务奠定了基础。5月24

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举行ISO 9001：2000质量管理认证证书

颁发仪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出席仪式并讲话。

2007年9月27日上午，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到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视察工作。谢部长参观了展示室、版本库、阅览室和

部分编辑部门，在听取了社领导的工作汇报后讲到，财经出

版社立足财政、服务财政中心工作，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锻

炼，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一）出版经营总体情况良好。截至2007年12月31日，出

版图书1080种，其中新书755种，重印书325种；实现出版码

洋4.59亿元；总资产达到4.5亿元。

2007年，贾杰社长兼总编辑荣获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优

秀出版人物奖。《中美贸易顺差结构分析与对策》荣获2006

年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论文奖和2007年中国宏观经

济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商业通史》（1—3卷）荣获

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丰田汽车：精益模式

的实践》和《卓越领导者的3大财务风格》荣获2006年度引进

版优秀社科图书奖。《农村综合改革百题问答》和《雨露计

划——贫困农民培训专用教材》丛书被选为“文化部、财政部

送书下乡工程”的赠送图书；大型画册《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列为国家对外交往的文化礼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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