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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

□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 陈怡芳

近几年，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建立健全财政

票据监管机制，组织研发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

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手

段，通过全程电子监控财政票据运行，规范了财政票

据管理行为，有力促进了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工作。

全国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2010年全国财政票据管理工作会议探讨推进财

政票据电子化改革思路以来，在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

构的共同努力下，全国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取得了明

显成效。

（一）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共识进一步凝聚。几

年来，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

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是提高财政管理规范化科学化

信息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是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

一柄“利器”，是规范政府非税收入分配秩序的“电子

眼”，是深化财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现代

财政制度的重要基石。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共识正在

全国上下逐步凝聚，这几年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

各级财政均高度重视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工作，都把

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在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推进这项改革。

（二）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基础工作进一步夯实。

实施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

做好改革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梳理财政票据管

理系统业务需求，统一财政票据管理业务流程，录入

相关基础数据和资料，建立财政票据管理制度，压缩

归并财政票据种类，统一财政票据式样，健全财政

票据管理机构内控机制，加强与用票单位的协调沟

通，做好改革协调、宣传、解释和培训工作，等等。

从近几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票据管理工作实际来看，

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进一步夯实了财政票据电子化改

革的基础，为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创造了有利

条件。

（三）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进一步扎实推进。

2012年，财政部制定了《关于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

改革的方案》，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有序推进财政票

据电子化改革，推广运用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

截至目前，从地方来看，北京、黑龙江、吉林、福建、

江西、安徽、广西、青海、甘肃、新疆、云南、西藏等

12个省份，已运用了财政部统一开发的财政票据电

子化管理系统；辽宁、天津、河北、内蒙古、上海、

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河南、湖北、湖南、

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宁夏、大连、宁波、厦门、

青岛、深圳等23个省市，根据各地实际开发了适应

本地区特点的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山西省也

正在抓紧部署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从中央来

看，2013年，财政部印发《关于中央部门和单位开

展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部署29

家中央单位第一批开展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试点。

截至2014年5月底，第一批试点中央单位中已有12

家实施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非试点中央单位中也

有104家单位通过在线和离线方式实施了财政票据

电子化改革。在实施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的这116

家中央单位中，行政事业单位占11%，社会团体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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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医疗机构占62%。

（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效果进一步显现。一

是规范了业务流程。通过建设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

系统，进一步梳理和规范了财政票据管理业务流程，

从而实现财政票据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二是提高

了工作效率。实行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后，票据申

请、印制、审验、登记、入库、核发、出库、使用、保

管、核销各环节均实行电子化管理，节约了人力、物

力，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完善了监管

机制。通过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各级财政票

据管理机构可以对执收单位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用票情况、收缴情况等实行全程监控，确保非税收

入按规定及时足额收缴，防止“三乱”现象发生。四

是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通过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

信息平台，实现财政部门、财政票据管理机构、执收

单位、代理银行、缴费义务人相关数据和信息资源

共享。五是保障了票据安全可信。依托财政票据电

子化管理系统，可以查询财政票据信息，辨别财政

票据真伪，防治虚假财政票据，保障财政票据安全

可信。

当前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

全国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虽然取得了明显成

效，但是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反映的情况来

看，与深化财政改革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突出

问题。

（一）全国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工作进展不平

衡。从中央单位来看，第一批试点单位中还有17家

尚未进行改革；非试点单位除104家进行改革以外，

其他单位尚未进行改革。因此，中央单位改革任务

十分艰巨，还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协调沟通、宣

传解释和培训工作。从地方来看，需要进一步拓展

改革范围。一是地域进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已覆盖

到县，有的未覆盖到县。二是用票单位进展不平衡，

有的省份已覆盖到大多数用票单位，有的仍有相当

一部分用票单位未纳入改革范围。三是票据种类进

展不平衡，有的省份覆盖到所有财政票据，有的仅

覆盖到非税收入票据，而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捐赠

票据、社团会费票据、医疗票据等其他财政票据未

纳入改革范围。

（二）地方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不尽统一。

目前，一部分地区已运用或准备运用财政部开发的

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还有一部分地区运用自

主开发的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由于自主开发

系统的省份建设进度参差不齐，所以系统内容也不

尽统一。如，有的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是相对

独立的，有的把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作为非税

收入收缴系统的子系统；有的系统使用单机版，有

的系统使用网络版，等等。由于多数地方财政票据

电子化管理系统处于分散开发建设的状态，目前还

难以实现全国财政票据管理信息联网，无法达到全

国财政票据管理信息互联互通的目的。

（三）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需要进一步完

善。目前，财政部开发的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

虽然已经在部分地区、部分中央单位运用，但从系

统运行的情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系统功能

不够完善，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要；系统运行速度

还比较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系统的推广和运

通过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

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可以对执

收单位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用

票情况、收缴情况等实行全程监

控，确保非税收入按规定及时足

额收缴，防止“三乱”现象发生。

用；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尚未与非税收入收缴

系统以及其他业务系统有机衔接，影响了相关业务

工作的开展，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财政票据电子

化管理系统还不能做到中央与地方联网，等等。

（四）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运用有待拓展

挖掘。目前，无论是财政部开发的系统，还是地方自

主开发的系统，在运用方面还停留在财政票据管理

层面，如何将财政票据管理与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

理有机衔接，更好地发挥“以票控费、以票促收”的

作用；如何通过财政票据管理，进一步加强相关信

息资料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等等，都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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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探索。因此，在系统运用方面还有很大的

拓展和挖掘空间。

（五）电子支付方式的运用对财政票据电子化管

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财政票据以纸质票据为

主，一般分为收据、记账、存根三联模式。随着网上

银行支付、手机支付、POS刷卡等电子支付方式的出

现，财政票据管理面临技术革新。针对电子支付方式

的运用，财政票据如何向用票单位和个人提供，是否

保留三联模式等这些问题均需要在系统建设过程中

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

以锐意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财政票据电子

化改革

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作为新生事物，在开发建

设和推进过程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难免会

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

总结、不断完善。今后，要在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不

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开拓创新，以锐意进取的精神

继续深化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

（一）健全和完善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从

中央来看，财政部将根据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运

行状况，针对该系统运行存在的问题，在2015年对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着重完善系统功能，研究做好与

其他业务系统有机衔接，解决系统运行缓慢等问题，

进一步提高系统运行速度和效率。从地方来看，目前

还没有建设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的地区要将其

纳入“金财工程”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最好能够统

一安装使用财政部开发的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

财政部将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已经实施财政票据电

子化改革的地区要做好系统的升级改造和维护工作，

将单机版系统改造为网络版系统，并做好财政票据

电子化管理系统与非税收入收缴系统、其他业务系

统的有机衔接。同时，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都要加

强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安全管理，严格按照规

定进行安全定级，实施安全认证，实行数据备份，保

障网络安全、系统安全、数据安全。

（二）加强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工作指导。财政

部将在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建设中，重点研究

中央与地方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的对接方案，

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财政票据管理信息数据库和信

息交流平台，实现全国财政票据管理信息在中央和

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做好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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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地方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业务培训工作。省

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要加强对市县及用票单位财政

票据电子化改革工作指导，加强协调与沟通，做好改

革服务和业务培训工作。

（三）扩大地方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范围。尚未

开展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的地区要将财政票据电子

化改革作为今后几年工作重点，制定改革时间表和

路线图，明确改革分工，落实改革责任，尽快在本地

区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已经实施财政票据电

子化改革的地区要进一步扩大改革范围，争取用3—

5年时间，实现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全面覆盖到所有

市县、用票单位及各个财政票据种类。

（四）推进中央单位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财政

部将继续做好第一批中央单位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

试点工作，加强与未开展试点中央单位的沟通，帮助

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争取在年内实现第一批试点中

央单位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

进一步拓展中央非试点单位的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

范围，了解中央单位纳入试点改革的意愿，将具备条

件的中央单位纳入改革试点范围，争取用3—5年时

间全面实现中央单位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

（五）拓展和挖掘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功能。

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要利用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

系统反馈的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财政票据数据资

料分析研究，通过实施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强化政

府非税收入征收工作，及时纠正和查处各种乱收费

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纠正串用财政票据等现象，为

完善相关制度提供政策建议。

（六）加快财政电子票据的运用研究工作。面对

电子支付方式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从规范财务会

计核算角度考虑，财政电子票据是未来财政票据的

发展方向和存在形式。财政电子票据仍然需要保留

三联模式，只是在管理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从纸质印

制、发放、打印、核销、管理变成通过授权由电子自

动生成、打印、核销、管理。对此，财政部将与各级

财政票据管理机构一起，积极开展财政电子票据调

查研究工作，尽快制定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办法，明确

财政电子票据的定义、概念、运用范围、档案、监督

管理等内容。同时，研究在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

中增加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模块，进一步完善财政票

据电子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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