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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财工程应用支撑平台实现全贯通

2008 年初财政部将河北省确定为金财工

程应用支撑平台建设试点省份。两年

来，河北省财政厅按照“以平台促应用、

以应用推平台”思路，深入推进试点工作，率

先在全国实现了平台在省市县三级财政部门的

贯通应用，并重点基于平台构建起财政资金监

控和数据统计分析体系，促进了财政管理科学

化精细化。

顺利实现省市县三级平台全面贯通

统一全省财政信息化业务数据规范和技

术标准。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认真梳理了省

市县三级财政业务，制定了全省统一的数据

字典，编写了平台配置手册，形成了编码统

一、口径一致的数据规范体系。同时，制定了

软件开发标准，统一了系统架构及各级财政

间的数据交换方式、方法，理顺了上下级间的

数据衔接关系，为深入推广应用平台奠定了

坚实基础。

在省市县三级财政部门分步实施平台。

首先，基于平台生长开发了县级版业务系统，

率先在县级推广应用平台。于 2009 年 5 月在

全省所有县（市、区）推广应用，进而实现了

平台在县级财政部门的应用实施。其次，按照

“接入”模式，将省市两级应用的预算编审、项

目库管理、指标管理、国库支付等 10 多个业

务系统全部无缝接入平台。2008 年 5 月，省级

平 台 上 线 运 行。2009 年 5 月，11 个 设 区 市 全

面应用了与平台对接的业务系统。平台在省、

市、县分步实施后，河北省财政厅通过平台交

换功能，于 2009 年 6 月对省市县三级平台进

行了全面贯通。

构建一体化财政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在全

省贯通应用后，省财政厅进一步梳理优化了财

政业务流程，并重点利用平台上下贯通机制，

以工作流贯通了省市县三级财政业务信息流，

实现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财政监督等财政

管理各环节的有效衔接，初步建成了核心业务

管理高度集成的一体化财政业务管理系统。平

台的贯通应用，以及基于平台的一体化财政业

务管理系统的建成，使河北省突破技术瓶颈，

有效解决了上下级财政业务断层、数据割裂的

问题，实现了全省财政数据的全面贯通，为开

展平台的深层次应用，创建了必备的技术基础

和数据条件。

构建财政专项资金即时分析监控系统

平台的应用贯通了全省上下级财政业务

信息流，使开展财政资金在线监管成为可能。

2009 年初，省财政厅依托平台优势，开始建设

财政专项资金即时分析监控系统，着力构建财

政专项资金监控体系。

全面梳理专项资金业务。为确保系统建设

科学合理，省财政厅组织各级财政部门开展了

专项资金业务的“大梳理”。经过先后 40 多次的

座谈和实地调研，彻底摸清了专项资金在省市

县三级运行的整个链条，首次明晰了全省设置

的 70 个专户项目的实际业务情况，全面理顺了

各种专项资金间的对应关系。根据梳理结果，

确定了规范的指标账记账规则，制定了详细的

系统业务需求方案、功能设计方案及软件总体

架构。

自主开发软件系统。系统建设方案确定

后，省财政厅信息中心抽调 30 多名骨干技术人

员，以封闭作业形式，集中开发软件系统，仅用

42 天就完成了开发任务。随后，召集各设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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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名技术人员，对软件做了全面测试，并率

先在唐山、邯郸两市开展了试点应用。经过全

面测试和先期试点应用后，系统具备了推广应

用的各项条件。

贯通上下级财政间专项资金管理链条。省

财政厅在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深入应用了

预算指标和集中支付两套系统，较好地实现了

各级专项资金业务的统一处理。同时，基于记

入平台总账的预算执行数据，在各级财政部门

分别建立了完整反映资金分配、调整和支出情

况的指标台账，并通过平台机制将各级指标台

账加以贯通，实现了上下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链条的有效衔接。

应用实施即时分析监控系统。专项资金管

理链条贯通后，省财政厅派出 11 个工作组共 40

多人分赴各市县，开展即时分析监控系统实施

工作，利用不到 20 天的时间，完成全部实施任

务。2009 年 7 月 1 日，即时分析监控系统正式上

线运行。系统具有资金监控、台账管理、监测预

警、综合查询及业务处理五大功能，能够以全

景沙盘形式，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全程管理和

即时监控。截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系统登记

管理的 2010 年财政性资金达 3000 多亿元，其

中中央补助和省级安排专项资金共 16500 多项，

涉及金额 1050 多亿元。

构建财政数据统计分析体系

利用平台优势，省财政厅积极开展统计分

析和辅助决策工作，初步构建起科学的财政数

据统计分析体系。

制定财政综合分析指标体系。按照与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相衔接的原则，以年度为使用周

期，以经济、社会热点为出发关注点，制定了一

套财政综合分析指标体系。共设计了包括“三

农”、惠民生、节能减排、扩内需保增长和“城

市面貌三年大变样”5 大类、近 300 个细项的指

标。通过应用这套指标体系，可全面、准确、清

晰地反映出公共财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财政

性资金投入底数，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依据。

按照指标体系标识资金管理属性。财政综

合分析指标体系制定后，需要比照指标体系，

标识每笔预算资金的管理属性。对年初批量导

入的预算指标，系统能够根据收支科目，自动

完成 70% 的资金标识工作，剩余的标识任务，

以及日常入库的指标标识，则由各级财政资金

财政专项资金
即时分析监控
系统功能

河北省一体化
财政业务管理
系统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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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科）室工作人员手工完成。省级专款由

省厅做好属性标识后，专款将带着标识下达，

下级部门无需做二次标识。市县财政部门负责

完成本级专款的标识工作。

开展多维多角度统计分析工作。对资金管

理属性进行标识后，即可根据需要开展多维多

角度的统计分析工作。一是可基于指标体系细

项，从平台中直接提取数据。目前，河北省基本

摸清了 2009 年以来“三农”、惠民生等五方面的

预算安排和实际支出情况，这五类数据的 300

多个指标细项，还可通过自由组合，开展分类

更细、口径多重的统计分析工作。二是能够按

支出功能、经济类别，人员、设备、房屋建筑、

车辆、通讯工具等基础资料，项目立项内容和

支出绩效，以及支出进度和财政收入等多种口

径，实时统计分析任意时间段、各类资金的使

用范围和执行情况，并以跨年度、跨行政区域、

跨业务类别方式进行灵活展现。总体上，基于

对平台的深入应用，河北省初步构建起了科学

的财政数据统计分析体系。

充分利用平台提升管理效能

通过对平台的深入应用，河北省财政工作

整体迈入自动化、集成化程度更高，协作性更

好的管理轨道，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得到显

著提升。

财政专项资金运行全过程得到清晰展现。

基于平台构建即时分析监控系统后，中央补助

河北省的专项资金、省本级专项、部门专项、专

户等所有财政专项资金的运行全过程，都得到清

晰展现，不仅能全程管理和在线监控每笔资金，

并能实时跟踪挖掘到使用明细和最终支出信息。

其中，建设性资金可直接查询到县级用于购买

具体设备的最终支出明细，明细信息可细化到

供应商、开户行、收款账户、支付方式、支付金

额及支付日期 ；对惠民生补贴资金，可实时监

控全省各级财政的执行进度和支出明细，其中

城镇、农村低保补贴资金可查看到每个补贴对

象的姓名、身份证号和保障标准，粮食直补、农

资综合补贴资金可查看到每个农户的户主姓名、

补贴亩数、补贴标准和补贴金额。同时，省本级

还能在线监控 86 家省直部门和 200 多家基层二

级单位的会计账及相关会计凭证。

全省各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一目了然。系

统为省、市、县、乡四级财政部门建立了包括总

账和明细账在内的本级预算执行台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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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台账覆盖了一般预算、基金和预

算外等省级全部资金，并能从年初预

算、上年结转、上级专款、超收安排

等多个角度，监控资金运行情况。各

级财政都可按照预算部门或收支分

类科目，检查监控本级预算部门在社

会各领域的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支

出明细。此外，还建立有专户台账，

能逐级展示收款人、收款账户、支出

金额等专户收支明细。系统将全省所

有财政性资金全部纳入了监控范围，

使上级部门对全省财政资金运行情

况真正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

财政资金监测预警能力全面提

升。系统可对没有按规定条件操作的

资金或部门，从五方面自动开展监测

预警服务。一是通过监控专款在各级

财政和预算部门的滞留情况和下级

接收情况，开展资金分配监测。二是

针对项目资金在使用方向和预算安

排上的变化情况，开展预算变动监

测。三是通过监控预算执行进度、国

库库款余额等重要指标数据，开展支

出进度监测。四是通过监测高额授权

支付项目、大量提现等资金拨付过程

中的重要风险点，开展资金拨款预

警。五是通过监控用款计划和支付申

请审批流程中单据超期处理情况，开

展业务处理预警。监测预警能力的全

面提升，使部分潜在的财政运行风险

及时得到防范化解。

业务运转效率全面提高。平台的

深入应用，从多个环节促进了预算管

理精细化。在预算编制环节，建立了

包括所有预算单位人员、资产等基础

信息库，按照经省政府批准的经费预

算细化到人员级别、资产类别的定额

标准，自动汇编基本支出预算，辅助

编制项目支出预算，将预算编制细化

到每个基层单位、每个具体项目，并

按照预置格式自动生成报送人大的

预算文本。在预算执行环节，通过系

统固化资金支出流程，严格按照细化

的预算指标进行资金拨付，极大地强

化了预算执行的刚性和约束力。在收

入环节，将非税收入年初预算与预算

编审系统贯通，使部门预算涵盖预算

内外全部资金。

财政业务和基础数据立体透明。

平台的深入应用使全省财政数据整

体透明起来。通过系统可实时查询全

省财政供养人员工资，行政事业单位

的建筑物、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办

公设备、专用设备、附属设施，各类

学校在校学生情况等各类财政经济

基础数据。同时，还可以按照行政隶

属关系，逐级查询各级财政部门的预

算方案和各种基础资料，为科学分配

财力、强化财政管理提供了翔实可靠

的数据依据。

财政工作效能和决策支持能力

大大提高。平台的应用实现了财政资

金上传下达、对账、数据报送等业务

的自动化处理，解放了人力，提高了

财政内部各部门间和上下级间的沟

通协作和快速反应能力，全省财政

工作效能大大提升。同时，基于平台

构建的财政数据统计分析体系，取

代了原来“上级要数——下级填表报

送——上级汇总”的传统统计方式，

使辅助决策工作全面走上动态化、高

效化、信息化的轨道，全省财政决策

支持能力显著增强。

（作者单位 : 河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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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支持“阳光绿道济困行动”
项目实施

中国医学基金会近日通过面向全国基层机构进行设备扶

持的“阳光绿道济困行动”，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基层乡镇卫

生院捐赠了100台先进超声诊断仪。自治区财政按照每套设备

16.8万元的标准，筹措资金1680万元，帮助受赠单位解决设

备运输费、港杂费、保价费、保险费等相关费用，确保了项目

的顺利实施。                

                          （本刊通讯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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