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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金财工程

应用支撑平台的推广实施
本刊评论员

财政信息化是我国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要求。自 1999年以 来，

各级财政部门配合各项财政改革，先后组织开发并应用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非税收入收缴、工资统一发放等

财政业务管理系统，支撑了财政改革与管理的顺利推进。但是，这些系统大都为任务驱动、应急开发，普遍存在基础

数据不统一，信息分散存储、系统独立运行、业务衔接不畅的现象。虽然各级 财政部门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开展了系统

整合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实现了系统衔接和数据共享，但这些整合工作区域性特征明显，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财政系统一体化建设问题。为探索出一条符合财政信息化建设实际的系统整合之道，2004年底财政部党组作出了建设

应用支撑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以平台为基础构建一体化业务管理系统的系统整合思路。

平台的建设与推广实施，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促进财政信息化建设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第一，加快平台建设与推广实施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我国的

财政改革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仅仅依靠传统的工

作方式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促进科学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在信息技术手段的利用上、信息化建

设的步伐上迎头赶上，尤其要加快推进作为财政信息化“高楼底座”的平台建设与实施，不断提高财政信息化水平，为

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撑，逐步实现技术与业务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服务和推动财政改革与发展。第

二，加快平台建设与实施是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决策水平的重要保障。财政收支数据是财政决策和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基本依据，只有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和业务规范实现业务系统的有效融合和信息共享，财政管理

的科学化、精细化才有坚实的技术和数据支撑，财政决策的正确性、及时性 才有基本的信息保障。平台建设和应用将

流程作业系统整合升级 为综合分析系统，使信息技术应用由替代手工 操作向深层管理分析转变，使随时抽取数据并

生成综合分析表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开展数据综合分析、深度利用的基础将更加坚

实，财政决策和管理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第三，加快平台建设与实施是规范财政权力运行、促进财政反腐倡廉建设的

有力武器。基于平台的财政信息系统，通过各业务环节的互联互通，以 及详细记录每一笔财政资金的运行状态，可以

对财政资金运行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控，增加预算执行的透明度，规范财政权力运行。同时，通过平台提
供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便于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对资金运行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风险控制，从机制上、源头上

推进财政反腐倡廉建设，规范财政管理行为，促进财政资金的安全使用。第四 ，加快平台建设与实施是实现信息系统

整合、推进财政信息化一体化建设的根本途径。从信息化发展规律和财政信息化建设过程来看，可以说平台的建设与

实施是财政信息化发展到现在规模和阶段的必 然要求。通过推进平台的实施，可以将原来分散部署、各自独立的应用

系统，逐步转变为信息通畅、数据集中处理的新运行模式，构建覆盖所有财政部门、所有预算单位、所有财政业务、所

有财政资金的一体化财政管理系统，彻底改 变目前的被动局面，使信息化走上一体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轨道。

平台建设完成以 来，财政部党组高度重视平台的推广应用工作。在狠抓平台建设及在部本级应用的基础上，有针

对性地开展了平台在地方财政部门的分类试点工作。2008年11月，专门召开全国财政系统应用支撑平台地方试点工作

经验交流会议，总结经验，对平台推广实施工作进行了部署，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目标，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各

级 财政部门应抓住机遇，积极采取措施，着力推进平台应用，提高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要充分认识到平台建设与

实施关系到财政信息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大局，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认识上高度统一，切实把
平台建设与实施工作抓紧、抓好。要认真落实财政部的统一部署，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服从大局、规范统一；
务求实效、节约投资”的原则，结合当地实际，精心组织，抓出实效。要上下加强联动，内部加强合作，横向加强协调，

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平台推广实施，早日实现财政内部之间、上下级 财政部门之间、财政与同级预算单位之间的“三个

贯通”，实现财政信息化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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