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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报》创刊 40 周年

前 言
岁月鎏金，征程如虹。

2021 年，《中央财经大学报》迎来创刊 40 周年。

40 年是一段深长的记忆，是一段难忘的成长。经过 40 年的努力发

展，《中央财经大学报》走过了试刊、月刊、半月报到周报；从黑白

四开四版小报到彩印对开四版大报；从纸媒当家到纸端、网端、微端

交融共生的全息媒体。

40 年初心如磐。《中央财经大学报》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

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弘扬主

旋律，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

确的观点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校

报》不但是学校发展的记录者、见证者，更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与

推动者。

40 年风雨兼程。《中央财经大学报》与学校一起发展，记录了从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到中央财经大学发展的点点滴滴；见证了学校从“211

工程”建设高校、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到国家“双

一流”建设高校跨越发展的重要节点。

40 年相依相伴。《中央财经大学报》始终驻足在师生中间，聆听

着中财师生的心声，呈现着校园生活的多彩，展示着教学科研的成果。

用打动人心的故事，开拓创新的典型，播报学校教学、科研、党建工

作的新气象，为广大师生投身改革、继续奋斗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40 年薪火相传。《中央财经大学报》与师生的共同努力携手奋进。

每年都有许多新闻作品在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北京高校校报研究会获

奖。校报平台培养出了一批批有才华、有梦想的学生记者，他们中很

多人毕业后直接走上了新闻战线，为新闻事业贡献力量。

《中央财经大学报》承载了学校、师生以及每一位作者、编者和

读者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细细翻阅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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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行千里   始于足下
1981年 6月—12月、1982年—1986年（总1-5、6-56期）

1981 年，为了活跃学院师生员工的生活，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院党委决定创办院刊，刊名定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报》（《中央

财金学院报》）。1981 年 6 月 12 日发行第一期试刊，共发行五期。

▲试刊阶段，院刊主要报道了该时期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的进展，教学科研活

动的经验和成果，学校行政工作简讯，教师工作感悟，学生的学习生活心得，文艺、

体育活动的动态和校园见闻等。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报》试刊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正式发刊
▲报纸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学校教学工作的经验和建议以及教学改革方面的内

容，为学校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工作的发展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平台，期间，从学校领导

到任课老师以及在校学生，都积极在校报上发表言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任祖国挑选，任党分配” “好儿女志在四方”成为了当年毕业季最响亮的口号。

与今日毕业时找工作的“激烈”景象不同，当年的“毕业求职” 别有一番风味。

▲此阶段报纸的一大特色就是集中进行了“五讲四美”、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生观的讨论，反映了

该时期的时代特点。报纸指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是和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造就又红又专的财经人才

相联系的，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很

大意义。1982-1984 年三年间，从院领导到宣传部、团委、学生会，到师生个人、离退休干部，都参

加了这次大讨论。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报》（《中央财金学院报》）1982 年 1 月 9 日正式发刊，

由院刊编辑组负责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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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文字   小荷初绽
1987 年—1996 年 5月（总 57-135 期）

《中央财金学院报》获 1987
北京报刊登记号（月刊）

1987年，院刊获得北京市报刊登记号内字第038号。每月一刊，

内容和形式较之前更为丰富。

▲院刊是党委的喉舌，是意识形态的前哨，认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

为社会主义教育服务，是院刊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学生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活跃在当时的院刊中显得十分突出，从毕业实习

到暑期社会实践，从调查报告到调查总结，同学们的实践形式、内容和收获日益丰

富，“实习和社会实践”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家热情饱满的走下课堂，

走向实战。

▲学生社团和学生活动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一时间，中财学术研究金、卡耐基俱乐部、书法协会、英

语协会、模拟证交所、电脑爱好者协会、爱乐之友协会、金研会、税研会、保研会、企研会等二十几个社团

蓬勃发展，争奇斗艳，大大充实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 院内文体活动异彩纷呈，从体育竞技到歌星大赛，从辩

论会到征文比赛，充分展现了当年大学生们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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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出新   破茧成蝶
1996 年 6月—2002 年 6月（136-193 期）

《中央财金学院报》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报》 

1996 年 5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

会教计（1996）79 号文，正式批准学校更名为“中央

财经大学”。院刊也随之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报》。

▲校报紧随校内师生所关心、关注的重大事件，就十四大以来学校发展成就、无偿献血、贫困问题、高校改革、考研热、香

港澳门回归、学术讲座等进行集中报道。

▲世纪交替之年，教育教学改革在全国高校全面铺开，议改革、谈改革的气氛也十分浓烈，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学校发展所需，

而且适逢其时。

▲考研毫无意外的成为了当时学生最关注的焦

点，校报对此进行了持续报道。

▲校报开辟了“说长道短”栏目，对师生所关心

的热门话题进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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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   风鹏正举
2002 年 9月—2009 年 5月（总 194-302 期）

2002 年，《中央财经大学报》获得了全国统一刊号，

刊号为 CN11-0832（G），由教育部北京新闻出版局主管。

2002 年，校报全面改版，分为头版新闻、校园、关注、

观点四个版面。校报的主导媒体作用进一步增强。

为了让师生员工、兄弟院校以

及学生家长更快捷地了解学校的信

息，深入及时地与兄弟院校、合作

单位以及学生家长互通情况、交流

经验，校报编辑部向教育部北京新

闻出版局提出变更刊期申请，并获

得批准。校报每期四版，分为头版

新闻、校园·综合、学生·关注、

观察·观点（2004 年 12 月 25 日，

此版面变更为“人文·七彩”）。

校报从 2004 年 1 月起变更为半月

刊，每月中旬及月底出版。

▲校报“关注”和“学生·关注”版面以“本期话题”的形式组

织了百余个热点讨论，从学校、教师、学生、社会等多个角度，以采

访、纪实、调研报告、科普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示，成为了这段时期校

报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精华的内容。

▲“校园”和“校园·综合”版面形式较为活泼，除了报道校内新闻，

让师生了解学校教育教学事业的发展现状，还采访了大量校内的优秀

教学、行政人员以及优秀学生，以树立榜样、交流工作经验等方式生

动地展现了在校师生的精神风貌。

《中央财经大学报》获 2002 年国内统一刊号

▲“人文·七彩”版面自 2004 年底开始至 2009 年 5

月结束，版面记录了对校园的关注、对艺术和文学的感观、

对梦想的企盼、对成长的渴望、对人文的关注、对生活的

感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自 2003 年开始，“观点”和“观

察·观点”版面的风格逐渐形成，多报

道校内师生的学术性前沿观点、社会热

点的思考、校园观察、教育教学经验交

流、工作实践与思考和国内外教育动态

等，有时还会介绍一些文学作品。此版

面关注了学校发展过程中最热点、最前

沿的问题。

▲头版新闻采集了学校

在每月发生的大事要事，以

新闻报道的形式展现，内容

一般以校内改革、重要会议、

学术报告、上级领导关怀、

大型活动、表彰奖励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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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   岁物丰成
2009 年 7月—2013 年 7月（总 303-441 期）

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适应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新形势，

满足广大读者对于校报的新要求，使

校报成为反映学校发展、贴近师生思

想实际、提升学校知名度的品牌载体，

校报编辑部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对

校报进行正式改版，改版后的校报由

半月报改为周报，黑白印刷改为第一

版套红。

▲ 2012 年 6 月 5 日校报开始一、四版彩印。第

一版为要闻版，第二版为教学科研版，第三版为校园

生活版，第四版为文化体育版（后变更为文艺副刊）。

▲书香光影，青春感悟，炫酷体育，诗和远方，“文艺·体

育”和“文艺副刊”就是承载这些青春能量的港湾。

▲ 2009-2012 年初“教学科研”版面的单独设计，反映了校报始终为学校中心工作服务的宗旨。此版面对我校师生的教学

探索和学术前沿理论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在教学科研一线岗位的教师进行了专题采访，对学校的教研新闻和学术讲座进行了追踪

报道，对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对新书好书进行了持续推荐。

▲“校园生活”呈现了众多丰富的内容；“小

荷尖尖”“学子风采”“校园人物”“校友足迹”

讲述了优秀人物的精彩故事和成功案例；“学

长有话说”给在校学生提供了交流思想的阵地，

“趣味经济学”以生动的笔触介绍了高深的经

济学原理，一系列关于社团、学生活动、志愿

者行动、升学考试等活动纪实真实的记录了学

子们的点点滴滴，还有“梦留上庄”“毕业歌”“沙

河欢迎你”“国庆游行”等专版报道。

《中央财经大学报》2009.7 由半月报改为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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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收并蓄    融合创新
2013 年 7 月—2021 年 12 月（总 442-690 期）

从 2007 年 10 月 31 日第一期电子校报上线，《中央财经大学

校报》顺应时代要求，走上了与新兴媒体交融互通之路。通过与

官方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融合，使校报突破了现有载体束缚，

增强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同时也拉近读者之间的

距离，提升新闻的传播力。

2021 年 2 月   全彩印刷

在形式上强调用触手可及、充满质感的美，为读者创造新的阅读体验。

▲一版为“要闻”版，主要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

突出重大事件的宣传，做到信息量大、信息传递及时。

▲三版为“校园”版，下设“校园看点”“中财

人物”等栏目，关注校园生活，展示师生风采，针对

师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和宣传，

思想性与服务性并重。

▲二版为“理论”版，下设“教改论坛” 

“学术展台”“党建园地”等栏目，重点报道

学校教学、科研、党建工作的最新成果。

▲四版为“文化”版，即文艺副刊，刊

载师生诗歌、散文、小说、摄影作品，下设“艺

术空间”“文化时评”等栏目 , 凸显浓厚的人

文情怀与文艺趣尚。

2017 年 9 月、2020 年 1 月校报进行了两次改版。在内容上力求用深

度和厚度打破信息碎片化同质化的局限，突出纸媒的优势。

报网融合

版面优化

深度报道

▲ 2013 年启动了校报电子数据

库制作工作，开始对 1981 年以来的

校报进行电子化存档。

▲ 2013 年 7 月， 新 闻 网

改版，增设了“校报园地”栏

目，实现报网资源共享，扩大

校报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 2020 年 1 月 6 日， 官

方微信公众号增设“校报在线”

栏目。读者可以选择任一刊期，

阅览超清版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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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征途远，秣马再启程。

在《中央财经大学报》创刊 40周年的节点上，我们驻足片刻，
回望既往的经验与成就；同时，我们也站在了新起点上。未来的日

子里我们将一如既往秉承创刊初心，向着崭新的目标进发：进一步

贴近基层、理解需求、丰富内容、创新形式，为全校师生员工奉上

最及时、准确的资讯。

新起点，新使命，校报将与时代同步、与学校同行，开启新的

光荣与梦想！

( 文 /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9 级新闻 吴家奇 )

巧会奇缘，三言五曲成一趣。

纵挥辞语，茂柳生晴绿。

卌载峥嵘，岁月凭栏忆。

今继叙，始终同俱，携往琢新玉。

点 绛 唇 ● 四 十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