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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是全国实施国库集中支付电

子化管理首批试点省份。四年来，在财

政部的统一领导下，河北省精心组织实

施,取得了预期效果，既为全国实施支

付电子化管理积累了经验，也为河北省

各级财政提升国库管理水平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一）跨部门沟通配合，形成紧密互

动、良性高效的协作关系。由于这项工

作涉及建设方众多，只有建立顺畅的沟

通渠道，才能降低成本，加速实施进程。

为此，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一是成立

了工作小组，财政国库部门作为组织管

理和第一责任人，信息中心承担具体实

施工作，双方紧密配合，既要统筹整体

规划，又要梳理业务规范，更要从“项目

经理”的角度努力协调各方关系。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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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工作联席会、内部沟通、纪要通

报、全程跟踪等工作机制。为保障工作

机制顺畅，还建立了电话簿、QQ群、微

信群等通讯方式，实现了不分级别、不

分时段的平等即时沟通，使问题、意见

反映更充分、解决问题更有针对性。个

别问题、小问题通过QQ群、微信群、电

话等方式解决；遇到普遍问题、棘手问

题，任何一方都可及时召集会议，互相

通报，提出解决思路。三是强化问题意

识，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阶段性问题，由

信息中心、国库局、各代理银行、人民银

行分别总结任务列表，设定预期目标、

提交需求方案，落实解决方法，设定上

线时间，各方达成一致后，逐条落实到

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逐条消除问题。

（二）重构业务流程，建立权责明晰、

简洁高效的国库支付管理流程。为设计

出高效实用的业务办理流程，财政厅多

次召集各方，协调规范业务流程，坚持

财政、人行、代理银行、预算单位多方受

益；坚持业务流、指标流、资金流协调

一致；坚持资金运行链条上多岗位制衡；

坚持资金流向透明。在此基础上，由国

库支付局和信息中心对现有的业务流程

进行重新梳理、优化和整合，形成了《国

库集中支付业务流程规范》，覆盖了指标

管理、资金支付管理、资金支付更正和

退付管理、账务管理、决算管理、业务管

理等，从制度依据、业务办理流程、信

息来源去向、岗位设置、岗位职责、办

理时限等多角度对国库集中支付业务进

行了详细阐述，使每项细微的工作都清

晰明了，为项目建设提供了业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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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制

定符合上级要求、紧贴河北省实际的制

度和技术标准规范。在制度方面，先后

出台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

实施细则、财政厅国库支付业务电子印

章、电子凭证库内部管理规定。为保证

电子化支付业务的深入开展，又陆续出

台了全面推进市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

管理改革工作方案、省级财政直接支付

审核管理规程、省级财政授权支付管理

规程、财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管理办法

等。在技术方面，深入研究了《财政业

务基础数据规范2.0》、《国库集中支付

电子化业务接口报文规范》、《财政行业

电子签章系统接口标准》等一系列文件，

对于标准中没有说明的，经过反复讨论

和与财政部沟通，通过利用扩展字段、

修改字段属性、重新解释字段含义、增

加新报文等方法，满足河北省特色业务

需求，并修订为全省的地方标准，报财

政部备案，同时转发各市县财政、代理

银行、人民银行，遵照执行。

（四）推进省市两级数据中心建设，

构建标准统一的国库电子支付运行环

境。省财政厅积极探索新的数据管理模

式，明确了搭建省市两级数据中心的思

路。一是通过建设省本级和11个市级

数据中心，为推行国库电子支付业务提

供更高效的运行环境。建成了一套标准

的国库电子支付运行环境，包括连通预

算单位、人民银行、各代理银行的专网

和连通财政业务处室的内网，以及业务

系统服务器、电子凭证库服务器、电子

印章服务器、消息中间件服务器、业务

系统与电子凭证库交换服务器、CA服

务器、时间戳服务器、电子审计服务器、

电子凭证监控服务器等9种服务器。目

前，省级数据中心部署了两套这样的环

境，市数据中心部署了一套这样的环

境，有效保证了电子支付业务的推进。

二是优化与人行、代理银行联网模式。

全省各级财政与人民银行在省本级一点

接入，支撑各地的清算业务；省本级和

省直管县代理银行接入省级数据中心，

支撑省级和直管县的支付业务；市本级

和市辖县（区）代理银行接入市级数据

中心，支撑市本级和市辖县（区）的支

付业务。三是规划并建设了数据灾备中

心。目前，省级已完成了异地灾备中心

建设，各市将在省级建立灾备中心，以

确保电子支付数据安全。

（五）依托应用支撑平台重构国库支

付系统，融合电子支付安全支撑控件，

保证与其他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一是

采取“自主研发”的方式，依托应用支

撑平台，将电子支付安全支撑控件融入

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实现了业务与签章

同步办理，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电子凭证

入库与业务数据入库事务保持一致。同

时，配合代理银行开发了财政支付系

统，配合人民银行开发了国库信息处理

系统的前置系统。二是作为试点省份，

积极协助财政部制定凭证库接口规范，

测试相关技术如电子签章、CA身份认

证、消息中间件、电子审计等系统，主

动担当电子支付安全支撑控件的“试验

田”。三是依托平台数据字典和总账，采

用数据库视图技术设计了标准交换区，

保持了与其他系统的互联互通。数据库

视图包括基础数据字典、指标登记、指

标调整、指标分配、支付进度、支付去

向等一组标准视图集。在交换标准基础

上，以“急用为先”的原则，逐个恢复与

其他系统的衔接，先后恢复了专项资金

即时分析监控、财政财会管理平台、财

税库银、资金调度、政府采购、工资统

发、绩效预算、会计核算等系统的贯通。

（六）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统筹推

进市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工作。

电子支付推广实施工作从市县角度来

看，需要逐个部署实施；从代理银行角

度来看，也需要逐个代理银行推进。两

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关系，即一个代理银

行代理多个市县业务，一个市县同时又

签约多家代理银行。这就需要把代理银

行与各市县的电子支付工作统筹推进。

一是以市县财政为主，制定分批实施计

划。从2014年开始，市县分四批进行

推进，第一批是2个设区市和所属1县

1区，第二批是剩余9个设区市、所属1

县以及6个省直管县，第三批是剩余的

直管县和市辖县，第四批是剩余的市辖

区。二是统筹推进，优化实施工作量。

在某一批次的实施过程中，由省厅统一

收集该批次市县与各代理银行之间需要

交换的材料和信息，并统一组织代理银

行端实施工作。同时，组织各市县财政

分别做好各自财政端实施工作。这样就

大大降低了实施的工作量。

（七）注重技术细节，规范实施过程，

确保实施效果。一是注重测试工作。由

于电子支付技术门槛较高，存在很多不

被人熟知的细节，一旦资金支付出现问

题，到底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在哪个

参数上出现问题，非常不容易定位。为

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注重开发过程中

的测试，开发了“挡板程序”，各方系统

要先经“挡板程序”检测符合标准后，才

能与其他方系统联合测试；另一方面注

重上线前的联合测试，财政、银行都按

生产环境标准配置了测试环境，任何一

项工作上线前都要在测试环境中进行三

方联合测试，只有测试通过才能部署到

生产环境。二是注重实施过程管理，实

行挂图作战。实施过程主要通过一系列

文档约束，大到全省实施计划安排、组

织协调、配套制度等工作，小到网络地

址规划、电子印章扣图方法、消息中间

件队列命名、责任人联系名单等细节。

实施过程中，通过建立周报制度和实施

进度表，随时可以了解哪些地区完成了

哪些关键环节、配置了哪些关键参数，

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完成。三是开展多种

形式的业务和技术培训，包括集中培

训、视频培训、有针对性的现场业务和

技术指导等，并通过电话、QQ群、微信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2

本期专题
中国财政｜ 2016.16半月刊｜总第717期

群、论坛等多种方式对各地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进行解答。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河北省已完成了省本

级、所有设区市和147个县区的国库集中支付

电子化管理，实现了与各级预算单位、人民银

行以及工行等11家省级分行和河北银行等11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全业务流程电子化管理，初

步建立起安全高效的电子支付体系，成效显著。

（一）提高了财政资金支付清算综合效能。

通过电子支付，取消了纸质凭证流转，预算单位

足不出户即可“全天候”办理支付业务，财政、人

行、代理银行三方不再需要人工跑单。通过加盖

电子印章，不再进行人工盖章；通过电子校验，

不再进行电子信息与纸质单据的人工核单；通

过自动对账，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

（二）促进了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深化。

一是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网点不足、清算时间过

早、人手短缺等制约偏远地区和乡镇一级国库

改革的瓶颈，促进了“纵向到底”目标的实现。

二是有效消除“信息孤岛”，消除财政、人行、代

理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实现了信息资源

共享。三是通过倒逼机制促使对已有管理制度

进行了重新审视，纠正了过去“模棱两可”、“粗

线条”的做法，规范了工作人员在资金支付各个

环节的行为。

（三）推动财政信息化建设走向更高的层

次。一是形成了一套全新的信任机制。财政支

付过程脱离了纸质凭证，以电子的形式完成签

名和验签，通过全新的身份互信机制，实现了

跨责任主体的信息系统集成，标志着财政信息

化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二是财政标准化体系

得到深入应用。《财政业务基础数据规范2.0》、

《安全设备接口标准》等规范有了新的应用场

景，财政、人行、代理银行都在遵循这一标准，

说明标准化体系已成为各方建设坚实的基石。

三是完善了网络安全体系。首先，电子支付安

全支撑控件的引入是对现有网络安全体系的重

要补充和提高。其次，在资金支付的每一个环

节通过安全设备进行数字签名和验签，充分发

挥了CA系统在网络安全中的作用，深化了安

全技术的应用。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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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研究专业委员会主

办的“去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投融资战略研讨会”

在京举行。与会专家从宏观与微观、外因与内因等角度

深入分析了高杠杆的形成原因，探讨了“去谁的杠杆”和

“去哪一部分杠杆”等问题，进一步厘清了去杠杆的政策

取向、具体内涵及施策对象，并提出了通过继续深化改

革，提供制度供给和公平竞争环境，精准施策，适度分类

去杠杆以及采用PPP模式去杠杆等对策建议。

“去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投融资战略研讨会”召开

本刊记者  张小莉｜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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