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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改革与管理的良师益友
河北省财政厅原厅长｜齐守印

创刊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

本建成时期的《中国财政》（原名《财

政》）如今已风雨兼程走过了 65 个春

秋，成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财政

杂志社也走过了 40 个年轮。中国财

政杂志社和《中国财政》一直紧跟着

新中国铿锵有力的奋斗足迹，伴随着

呼啸奔腾的时代进步强音，筚路蓝

缕，与时俱进，不断增强刊物讯息的

时效性、可读性及对财政工作的指导

性，通过宣传解读政令法规、总结交

流经验体会、探索公共理财的理论

方法等，不仅为新中国的财政事业

发展与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

成为全国财政领域广大实务工作者、

理论研究者和财经院校师生的良师

益友。

我与《中国财政》结缘迄今足有

40 年，且经历了从读者到作者的转

变 过 程。回 想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当

我还在河北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任

教政治经济学之时，为了使教学内容

贴近现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我时

常通过阅读财政部主办的《财政》这

份工作指导性刊物了解财政实际运

行方面的有关情况。其后，在我攻读

来，《中国财政》记录了祖国财政事业

的发展成就，见证了财政人的奋斗历

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政收支

规模不断壮大，财政服务对象和领域

不断拓展，社会各界对财政工作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财政工作面临着新的

任务和挑战。作为财政宣传的主渠道 ,

《中国财政》一直紧扣财政改革发展的

全局性问题 , 积极宣传党和国家财经

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很多财政改革

和创新的举措 , 都是通过《中国财政》

宣传后 , 扩大了影响、营造了氛围 , 取

得了进展。《中国财政》为各级财政工

作者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 为广大

财政干部研究谋划和组织开展当地财

政改革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当今社会，信息海量，经济形势

错综复杂，不同媒体各领风骚，但《中

国财政》使我深刻感受到一种直面现

实、理性思维、探究真相的精神 ；一

种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敏锐捕捉

焦点热点，探寻中国财政发展路径的

态度 ；一种牵挂民族、心系发展、关

注民生的责任，作为国内财经媒体，

具有这样的担当和见识，难能可贵，

令人钦佩。

希望中国财政杂志社以建社 40

周年和《中国财政》创刊 65 周年为新

的起点，继往开来，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高扬党的理论旗

帜，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

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锐意进取，

改革创新，不断提高理论宣传水平，

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财政发展与改革中心工作，为弘扬财

政文化、传播财政理论、推进财政工

作而努力奋斗！再次祝愿《中国财政》

杂志秉持宗旨、坚守情怀，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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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66

四川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阶段

（1983—1986 年 ），则 更 多 地 借 助 于

阅读《财政》杂志来增进相关经济特

别是宏观经济知识。研究生毕业后，

我进入河北省财政厅工作，财政理论

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进一步促使

我加深了与《财政》杂志的缘分，并

逐步实现了由单纯读者向兼具读者

与作者两种身份的转变。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由于相继在《财

政》和《财政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几

篇文章而受到编辑同志的青睐。按照

中国财政杂志社编务处的命题约稿，

我以《谈谈财政研究与写作的几个有

关问题》为题总结财经研究写作的经

验体会，中国财政杂志社将这篇文章

以首篇位置发表在通讯员内部交流

刊 物《 通 讯 参 考 》1992 年 第 4 期 上。

其“编者按”言 ：“本期刊登了河北省

财政厅科研所所长齐守印和湖北省

襄樊市樊西区财政局副局长马善记

两位同志的文章。我们认为，这两篇

文章值得一读，对于我们财政部门的

同志搞好财经文章的写作和财经宣

传报道的写作会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的。”1994 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接轨的分税财政体制正式推出，我通

过研究很快写出《试论分税制方案的

政策导向——兼论地方财源发展战

略的调整》一文，主要分析阐述分税

制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

根本转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

积极导向作用，中国财政杂志社不仅

将其及时发表于同年《财政》第 6 期，

而且将该文评为优秀文章予以表彰

奖励 ；次年，在中国财政学会组织举

办的第二次全国财政理论研究成果

评选中，这篇文章又获评二等奖 ；继

而，以这篇文章为基础结合河北实际

改写而成的《新财税体制下培植新的

经济增长点、努力增加财政收入的若

干建议》一文，在河北省第五届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获评二等奖。此

后，我又陆续发表《进一步深化支出

管理改革》（1997 年第 4 期）、《积极探

索建立预算管理新模式》（1999 年第

8 期）、《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财政实践》

（2004 年第 6 期）、《理论与实践互动  

体制与管理并重》（2008 年第 15 期 )、

《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系面临的主要

任务》（2010 年第 12 期）、《中期财政

规划管理体制机制性障碍的破解思

路》（2016 年第 5 期）和《公务性国有

资产管理 ：主要问题与深化改革方

向》（2018 年第 20 期）等。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围

绕财政改革与管理问题在《中国财政》

上发表文章大体接近每年一篇，直到

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还在《中国财政》第 13 期上发表

了讴歌我们党奋斗历程的《百年颂》。

综观我在《中国财政》发表的文章，基

本内容是以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为主旋

律，围绕深化财政改革和优化财政管

理问题而进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正

因为如此，这些文章与其他同类文章

一样，它们得以发表的意义主要不在

于个人成就，而在于能够对推动我国

财政体制与管理现代化，进而对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

裨 益。其 中，1997—2011 年 间，河 北

省财政厅的同志包括我在《中国财政》

发表的文章，主要是介绍河北在政府

采购改革、以绩效管理为核心的预算

改革、以明晰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为

基础的财政体制改革、以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为支撑的财政监督机制改革等

方面的探索实践。实践证明，这些文

章的发表具有双重的积极促进作用 ：

一方面，对河北率先自主探索财政改

革的行动是一种有力的舆论支持 ；另

一方面，对财政部以河北改革为典型

推动全国财政改革不断深化，乃至于

以河北省为“领头羊”积极探索财政

现代化转型之路而言，则是一种有效

的导向和引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快车道，以构建现

代财政制度为目标的各项财政改革大

幅度、快节奏地向前推进，《中国财

政》作为财政部的重要喉舌在配合推

动新时代财政改革方面继续发挥了

政策信息和改革经验宣传的主渠道

作用。当前，以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为

目标的各项财政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

段，兼有工作指导和学术探索双重功

能的《中国财政》在通过发表理论研

究、工作研究文章探索改革创新之路

和通过典型实例报道、先进经验交流

引领改革创新方面依然任重道远且大

有可为。本人作为一名老读者和老作

者，衷心希望中国财政杂志社，特别

是《中国财政》编辑部的朋友们，坚

持发扬长期以来形成的实事求是、求

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和勇于探索、敢于

创新的进取精神，继续当好促进财

政改革的“加速器”和优化财政管理

的“智囊车”，在新时代中国财政现代

化进程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铸       

辉煌！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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