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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研究》投稿体例要求 

（2018 版） 

为了更好地规范投寄本刊的文稿内容、提高文稿质量，根据《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新闻出

版总署令第 31 号）、《期刊出版形式规范》（新出报刊〔2007〕376 号）以及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结合本刊实际情况，特对投寄我刊的文稿提出以下要求。 

1.总体要求 

作者投寄的文稿总篇幅（含字符、空格、图表等）一般为 8000-15000 字，应具有内容提要、

关键词（3-5 个）、作者简介、基金信息、中图分类号、参考文献、以及与中文内容相符的英文

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等要素，请逐一核对补充完整。文章中的数据和引文要注明资料来源；

数学公式、有关数据请核对准确。同时，请重视文稿排版体例的规范化，逐项对照规范要求修改

完善。所列英文文献请补充提供文献首页作为附件（多个英文文献可按顺序合并在同一文档中），

需含文献标题、作者名称、出版社等内容。 

2.内容提要和英文摘要 

内容提要和英文摘要应体现文稿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和研究建议等内容要点，

内容提要为 200-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一般不超过 200 字。关键词要表达文章的研究主题、研究

特色及研究领域等。 

3.作者简介和基金信息 

作者简介包括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全称（高校具体到院系）及职务、职称，通信地址，邮编，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请列示基金项目名称和编号。 

4.正文 

4.1 标题 

正文各级标题建议采用以下顺序： 

第一级用汉字数字，不加括号，加顿号，如：一、□□□□ 

第二级用汉字数字，加括号，如：(一)□□□□ 

第三级用阿拉伯数字，加下圆点，不加括号，如：1.□□□□ 

第四级用阿拉伯数字，加括号，如：(1)□□□□ 

4.2 图表 

图、表打印出来务必字迹清晰、规范，一般使用黑白灰色调图、表（可编辑，非图片格式），

尽量不要在图、表中出现底色（背景色）。作者应对图、表中内容反复核对，确保信息、数值、

单位、计算结果等正确，并与正文中有关表述一致。除指标外，图表图例、项目等请用中文表

示，严禁直接复制软件结果。 

 图应标明图序和图题，居中排于图的下方，以空格分隔。表格应标明表序和表题，居中

排于表格上方，以空格分隔。图序与表序分开编排。 

 图不要外边框，注意给出图中横、纵坐标轴的名称，名称延坐标轴方向书写；注意给出

必要的图例，图例在图中的位置应尽量全文统一。 

 表中各种数量一般均应标出单位，全表为一种单位的，单位置于表题后；各列单位不同

的，单位应标在表头栏内。 

 如需交待资料来源，还应在图、表的下方注明“资料来源：”，无需插入脚注。如有补充

说明，应以“注：”的形式进行说明。顺序为：先“注”，后“资料来源”。 

4.3 数学公式 

数学公式一般由式体、式号、式注三部分组成。应做到式文呼应，式前必须有引文，如“式

（×）表示„„”“式（×）是„„”“„„的表达式为”“如式（×）所示”等。 

 式体：应使用专业的公式编辑器生成（可编辑，非图片格式），一般独占一行，居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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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有关符号的大小写、斜体正体、上下标等应在全文中保持一致。 

 式号：重要的或后文将重复提及的公式应按出现顺序编写式号，式号应加圆括号，靠公

式右侧顶格编排。 

 式注：编排于式体下方，按符号在公式中出现的先后顺序，逐个对符号进行注释。 

4.4 注释 

正文中的注释是对正文内容的解释或补充性说明，一般采用脚注（页下注）的形式。脚注的

序号为①、②、③„„，每页重新编号。正文中脚注序号的位置一般在句子标点符号之外，但如

果脚注是对句中某一词语的解释，则可放在句中所解释词语的后面。 

脚注中提及的文献应体现在参考文献中，并保持通常格式，比如： 

①关于平城人口数量问题，李凭认为道武帝时期迁入雁北的人口有 150 万，在以后的一个世

纪里，“总量并无增长，一直处于动态的平衡状况”（《北魏平城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0 年，第 364 页）。 

②刘晓路、郭庆旺在《国家视角下的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变迁》（《财政研究》2017 年第 4

期）中提出此论，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财政学才有必要建设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财政理论”，并以“国家治理财政学”为之命名。 

4.5 引证 

正文中的引证：正文中引用别人的观点、方法、言论应注明出处，注明出处时应使用括号夹

注（文内注）的方法，一般不使用脚注或者尾注。括号夹注所引文献的完整信息应按规定格式

列入文末的参考文献中，文内注与参考文献的内容（作者名、出版日期等）应一致。 

 括号夹注的一般格式为“（作者，出版年份）”或“作者（出版年份）”。提示：如果是英

文文献作者，应该表明的是作者的姓氏，而不是名字。 

 如文献有两名作者，作者之间以“和”连接。如文献有三名以上作者，仅写出第一作者，

后接“等”。 

 同一作者同一年内出版的多篇文献，在不同夹注的相同年份后加“a”、“b”等以示区别。 

 夹注中包含两篇及以上不同作者的文献时，按照第一作者的姓氏排序，用分号分隔开。

如：（Balda，1980；Kamil，1988；Pepperberg 和 Funk，1990）。 

 夹注中包含同一作者不同年份的文献时，只注明一次作者的姓氏，其后的文献仅写出日

期。如：（Edeline 和 Weinberger，1991，1993）。 

4.6 英文缩写 

正文中首次出现的英文缩写必须给出对应的中文和英文解释，如首次出现“ABS”，应采用

如下格式：“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ABS）”，首字母大写。 

5.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请按作者的汉语拼音或英文名字顺序排列附于正文之后，所列文献应只包括正文

（含脚注）中所引用的文献。 

5.1 中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类型：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

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 

 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 

5.1.1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示].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可选). 

例：[1] 刘尚希. 公共风险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2-18. 

5.1.2 期刊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J]. 期刊名, 出版年, 卷(期): 起止页码(可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J]. 期刊名, 出版年(期): 起止页码(可选). 

例：[1] 高培勇, 蒋震. 新常态下的中国财政若干趋势性变化[J]. 财政研究, 2016(06):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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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傅勇.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 经济研究, 2010, 45(08): 4-15+65. 

5.1.3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A].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可选）.原文献题名[C].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 

例：[1] 朱军. 公共财政“教与研”的革命：从经验到计量、动态、实验、行为和结构[A].

国家治理与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C]. 北京: 中国社会道学出版社, 2017: 177-189. 

5.1.4 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N].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 

例：[1] 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

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01-15(1). 

5.1.5 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EB/OL]. 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 发表或更新日

期/引用日期（任选）. 

例：[1] 赵毅. 2017 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报告在沪发布[EB/OL]. http://www.rmlt.com.cn/2017

/1129/504530.shtml, 2017-11-29/2018-9-13.  

5.1.6 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S]. 

例：[1] JJB101-2004, 中国教育技术标准[S]. 

5.1.7 译著 

[序号] [原著作者国名]原著作者. 书名[M]. 译者. 出版地: 出版社，出版年份: 起止页码. 

例：[1] [美]曼瑟·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M]. 苏长和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25-30.  

5.2 英文参考文献 

 所列英文文献请补充提供文献首页作为附件（多个英文文献可按顺序合并在同一文档

中），需含文献标题、作者名称、出版社等内容。 

 英文参考文献作者姓名标示方式为：“姓,名字首字母”，例如：John H. Dunning 标示为

Dunning, J. H.。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时用“&”连接，例如：Campos, J. E., Lien, D., & 

Pradhan, S.。 

 英文参考文献中，除连词、介词等虚词外，每一单词首字母大写。具体格式参考中文文

献，不需标注参考文献类型。例如： 

[1] Musgrave, R. A..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2] Chamberlain, H. B..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9, No.2, April 

1993: pp.199-215. 

6.标点符号 

 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均为半角，符号后加空格。 

 中文正文部分用中文符号，英文摘要部分用英文符号。如果中文正文中仅夹用一些英文

单词、短语，整个句子仍为中文，要按中文的规定使用标点符号。如果是整句整段地引

用外文，引用部分要按有关文种的规定使用标点符号。 

 半字线“-”（占半个字的位置）：用于连接复合名词（如：原子-分子论）；公式、表格

及插图的编号（如：式 1-2、表 3-1、图 4-25）；表示日期（如：1988-07-14）；复合人

名的连接（如：焦耳-楞次定理）等。 

 一字线“—”（占一个字的位置）：表示一定范围或从某某到某某（如：1886—1968 年，

南充—成都）；表示表格中的缺项。 

 破折号“——”（占两个字的位置）：表示提示或总结；文中解释或夹注；公式、图中说

明符号或编号的意义（如：t——时间）。 

 

（本文档由《财政研究》编辑部负责解释和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