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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统一标准
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
本刊记者｜张敏

一是统一政府非税收入执收项目

识别码。政府非税收入执收项目识别码

是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中执收项目

的全国统一电子标签，是财政信息化标

准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为实现执收项

目的收入自动化分成、规范化管理和智

能化分析奠定基础。执收项目识别码设

计为 12 位，由行政区划码、顺序码两

部分组成。执收项目识别码实行统一管

理，所有非税收入执收项目由财政部负

责统一赋码，省级财政部门通过财政部

建立的全国统一执收项目库专用平台

获取。为各级财政部门执行不同编码体

系的执收项目打上全国统一电子标签，

在不影响原有执收项目使用管理的基

础上，又能通过标准化手段实现各级财

政部门对非税收入执收项目的统筹管

理。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仅需建立执收项

目识别码与地方执收项目编码的对照

关系，并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中

增加执收项目识别码，不影响原有项目

库的使用。

二是统一政府非税收入缴款识别

码。政府非税收入缴款识别码是控制与

追踪每笔政府非税收入执收业务的全

国统一标识，是各级财政部门接入使用

全国统一缴款渠道的标准化基础。缴款

识别码设计为 20 位，由行政区划码、年

度标识码、顺序码、校验码四部分组成。

省级财政部门要结合省（区、市）应用系

统部署模式，统筹负责省（区、市）缴款

识别码赋码工作，各参与方通过缴款识

别码进行系统对接、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如，执收单位通过缴款识别码跟踪

定位收缴业务 ；缴款人通过缴款识别码

在全国范围内自由缴款 ；代理银行通过

缴款识别码统一管理全国范围的非税收

入代收业务，实现与财政非税管理系统

的自动化对接 ；各级财政部门通过缴款

识别码自动匹配资金和信息，并全程监

控收缴业务。

三是建立政府非税收入收缴全国统

一缴款渠道。政府非税收入收缴全国统

一缴款渠道是由各家商业银行基于统一

财政部发出《关于加快推进地方政

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创造

条件，精心安排部署，加快推进收缴电

子化管理工作，争取 2017 年省级全部启

动实施，2018 年地市级财政部门逐步开

展，“十三五”期间全面实现政府非税收

入收缴电子化管理。为规范收缴行为，

解决现有缴款渠道条块分割等问题，

《通知》公布了统一的政府非税收入执

收项目识别码、缴款识别码以及收缴电

子化管理接口报文规范（2017），供各级

财政部门、代理银行系统开发使用。

收缴电子化遵循“三个统一”

收缴电子化管理的核心是以全国统

一的标准化体系为基础，构建全国统一

的缴款渠道，建立起与公共财政管理和

社会信息化发展相适应的电子化缴款新

机制。在具体操作中，各级财政部门要

严格遵循收缴电子化全国统一标准，实

现“三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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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口报文规范、信息交换控制机制建

立的全国统一的收缴电子化缴费通道，

是解决现有缴款渠道条块分割、规范收

缴行为、加快资金缴库速度、方便缴款

人缴款的有效抓手。财政部负责提出标

准化需求，制定接口报文规范（包括应

采用的报文类别、报文格式、报文填报

方式、报文处理原则等），统一组织建设

政府非税收入收缴全国统一缴款渠道，

其他部门、地区不得自行建立新的政府

非税收入缴款渠道，各部门、各地区已

经建立的缴款渠道应逐步向全国统一缴

款渠道平稳迁移。

电子化管理注意“三个要点”

全面推行收缴电子化管理，既是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

进创建服务型政府、便民利民的重要举

措。为确保收缴电子化管理顺利推进，

建立健全收缴电子化安全管理机制显得

十分必要，各级财政部门应着重关注以

下三点 ：

一是确保电子文件合法有效。复用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凭证库，保障收

缴电子化业务流程中所涉及的重要电子

文件合法有效、安全传输、安全存储。

电子凭证库应统一从财政部申领。使用

的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等安全基础设施

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二是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按照财

政内部控制管理有关要求，建立健全收

缴电子化管理内部控制管理规范，加强

对非税收入执收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加

强与执收单位、代理银行账务按日核对

工作，确保交易信息和财政资金的一致

性、完整性。

三是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按照财政

部统一规划，加强收缴电子化管理信息

安全保障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开展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建立健全安全

预警监测机制，及时核查网络基础设施

的安全状态，针对短板优化完善。

【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

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

进行的财政资金支付。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由中央本级支出、中央预备

费和地方财政支出组成。

【财政转移支付】

现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

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

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为均衡地区

间的基本财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

使用的转移资金，主要包括均衡性转

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基

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转移支付等。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产

粮大县奖励资金、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等。一般性转移支付预

算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基本标准和计

算方法，通过因素法编制。

专项转移支付是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规定设立，用于办理

特定事项的转移资金。专项转移支

付按照集中资金、突出重点、专款专

用的要求，重点用于农林水、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交通运

输、节能环保等领域。专项转移支付

预算根据项目对应的具体管理办法，

采取项目法或者因素法编制。

党 的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关 于

“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健全

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挂钩机制，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

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

支付。

财政知识小词典

【政府性基金】

政府性基金是政府为支持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在一

定期限内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

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铁路建设基金、

民航发展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基金等。此外，还有一些基金项目

虽然按收入来源和类别划分不属于

基金，但考虑其专款专用性质将其纳

入基金预算管理，如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取得的土地出让金、从彩票发行

收入中提取的彩票公益金、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

【三供一业】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

优先安排资金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

史遗留问题、化解过剩产能及人员安

置。“三供一业”是指国有企业职工

家属区供电、供水、供热（气）和物

业管理。为促进中央企业增效升级工

作，2016 年我国加快混合所有制等改

革，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全面推开

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分离移

交，启动剥离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机构试点。

【减税降费】

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发力的

关键一步。2015 年，一系列减税降费

举措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和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为实体经济引入了“活水”。2016 年的

减税降费措施主要包括全面完成营改

增改革、加大收费基金清理和改革力

度、继续落实好已出台的减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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