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税改革三十年服务财政管理  支撑财政改革

——财政信息化建设三十年

刘祝余

财政信息化是财政改革的产物，

是随着财政改革与管理的逐步深入 ，

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通过近

三十年建设，信息技术成功融入 财

政业务，有效支持了财政改革，促进

了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财政信息化建设简要回顾

（一）成立信息管理机构，推动信

息技术应用

1979年，为了财政改革和管理的

需要，财政部成立了计算中心（后更

名为信息网络中心）。成立之初，经广

泛调研、选型，从日本引进了一台日立

M -150小型机及其 8172激光打印机，

并成立专题小组进行引进改造，在小

型机上建立了一套中文汉字输入及激

光打印系统，这在当时属国内首次成

功应用。财政部利用这套系统，在全国

企业大普查中处理了手工难以完成的

数据量，并成为后来许多重大财税改

革方案出台之前进行分析测算的重要

工具。特别是在财政改革中具有重要

意义的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出台前的

全部普查和测算工作中，该系统处理了

3.8万多户企业的各种数据，并通过编

制利改税测算方案程序，完成了 39个

改革方案的测算，测算数据量为 3000

万字符和 70万汉字，打印总计100多种

报表格式，为国有企业第二步“利改税”

方案的正式出台作出了较大贡献。

财政部每月、季、年都要汇总编

制许多报表，为快 速准确完成 大量

业务报表汇总编制工作，计算中心

研制开发了报表处理程序，各种报表

由手工绘制改由计算 机处理，将财

政工作人员从纷繁的数据手工处理

中解脱了出来。后来，计算中心又研

制出功能更强的 C R PG 报表软件，不

仅大大提高了部内报表编制效率，并

在全国财税系统推广
，
解决了微机在

全国财税部门应用软件短缺的难题，

促进了微机在财税系统的推广使用，

也使微机应用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二）制定信息化规划，开展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

为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全国财政

系统信息化建设，1996年 7月，财政部

成立全国财政系统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先后制定了《财政系统信

息化“九五”规划》和《财政部机关信

息化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财政系统

信息化工作的总体要求、原则和目标，

围绕系统开发、平台选择、网络建设

和安全管理等方面制定了技术规范和

统一的标准，财政信息化应用范围逐

步扩大，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先后

组织开发实施了财政综合信息查询、

财税法规、会计电算化、文教行政财

务管理等财政业务及办公自动化应用

软件系统，并组织专家对 98个应用软

件进行评定、推广
。

财政部机关初步

建成交换式虚拟局域网系统，与中办、

国办建立了网络通信，与全国大部分

省（区、市）级财政部门实现了广域网

连接和信息资源快速安全传输。

1986 年，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关

于建立《全国财税信息自动化管理系

统》的申请，财政部在全国有计划、有

步骤地 开展了财政税务信息系统建

设工作。建设重点是中央本级和地方

财税部门信息基础设 施。这期间，财

政部共为 23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配置了美国

优利公司 A 系列、IBM 公司 A S/400中

小型计算机以 及机房所需的空调机

和 U PS电源等设备。全国大部分省市

财政厅（局）先后成立了财税信息中

心，由上至下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基本

形成，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建立，为全

国财政信息化建设的稳步、有序开展

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技术基础。

（三）开展核心业务系统建设，支

撑和促进财政改革与发展

1998 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

共财政的总体要求，财政部推出了以

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

“收支两条线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

财政改革措施。改革增加的工作量

是难以 通过手工方式实 现的，必须

应用信息技术才能完成。为此，财政

部成立了“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

工作小 组，在考察主要发 达国家和

东欧转型国家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

统 运行模式 和建设 经验后，结合我

国 财政管理的实际需 要，经 过广泛

调研和咨询论证，从 1999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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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着手规划建立“政府财政管理信

息系统”，20 01年完成了初 步设 计，

2002年初制定了总体规 划，并经国

务院批准定名为金财工程。

金财工程建设以来，财政部把财

政信息化建设 提升到财政管理革命

的高度，作为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来抓。一是相继开发并推广实施了

预算管理 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系统、

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工资统一发

放系统、财政经济景气预测分析系

统，有力支撑和促进了财政改革的深

化和业务的发展。二是开发应用支撑

平台，逐步对现有业务系统整合与统

一，构建技术标准统一、数据共享、

流程通畅、衔接便利、统一交换的财

政业务大系统。三是初步形成了一套

覆 盖全国各级财政部门和财政资金

使用部门的横纵向网络体系，提供了

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环境。四是启动了

运行维护体系建设，制定了相关标准

和管理制度，促进了建设项目的统一

管理和规范发展。五是财政部内网网

站、门户网站、政府采购网站建设不

断加强，信息资源利用和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目前，信息化已全面融入财

政核心业务，成为财政工作的先进生

产力，在推进科学理财、民 主理 财、

依法理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财政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

可以 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也

是财政信息化建设 稳步发 展、支持

财政改革与管理发挥作用越来越大

的三十年。三十年来，财政信息化建

设 立足财政改革 和管 理需 要，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财政业务系统 应用取得 较

好成效

财政信息化最初用于编制汇总报

表、办公自动化、信息查询等，主要作

为业务人员日常办公的辅助工具；随

着财政业务系统的不断开发与应用，实

现了预算编制、国库资金支付、工资发

放、资金运行监督等核心业务的信息化

处理，特别是信息系统借助网络，收到

了原有手工操作不可想象的工作效率，

提高了业务处理能力，财政信息化成为

财政业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开发并成功应用了一系列业务

系统，促进了财政改革和管理。成功

开发应用了预算管理系统、国库集中

支付管理 系统、全国非税收入收缴

管理系统、工资统一发 放系统等业

务管理系统，并 在中央各部门以及

地方 推广实 施。不 少 地方也结合实

际，采 取多 种方式 推进财政信息化

建设，逐步实现了信息技术与财政业

务的融合。通过部门预算编制系统，

支持深化了部门预算改革，将部门所

有预算内外收支、部门所有单位收支

全部纳入预算，实现了一个部门一本

预算，有 效 提高了政策协调和各部

门统筹安排资金的能力，增强了各部

门占有财政资源、支出结构和分配资

源方 法及过程的透明度。通过国库

集中支付系统，支持确立了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在财政财务管理中的基础

性地位，将绝大部分政府性资金纳

入国库单一账户，财政财务支出主要

由国库集中支付，减少了中间环 节，

有效降低了传统的资金层层 拨付方

式导 致 滞留与挪用的可能性。通过

工资统一发放系统，财政供养人员工

资由国库单一账户及时、足额直接拨

付到个人账户，基本杜绝了拖欠挪用

工资的现象，维护了社会稳定。通过

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支持深化了

“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规范了非

税收 入收缴 管理，有效 遏制了乱收

乱罚、截留挪用和坐收 坐支，保障了

非税收入的应缴尽缴、应收尽收。同

时，也成为廉政建设一项重要措施。

2.强化了财政资金监管，提高了

资金使用的安 全性、规范性 和有效

性。随着财政管理信息化 水平的不

断提高，中央和各地方都相继建立了

财政资金管理信息监 控系统，并与

代理银行支付系统联网，初步建立了

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对 预算单位支

出的实时监测制度，基本实现了对财

政资金 运行的动态监控，保证了财

政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和安全运行。

如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的管

理机制，严把资金使用关，使尚未支

付的财政资金集中在国库单一账户，

提高了财政调度资金的能力，为降低

财政筹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创造了基础条件。通过涉农直补“一

卡通”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中央和

地方各项惠农补贴资金安 全、及时

划拨到农民的存折或银行卡中，确保

中央政策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3.初步实现了数据集中管理，服

务了财政科学决策。初步建立了全国

预算执行分析和决算汇总管理体系，

形成了覆盖资金运行的总体框架，并

分别建立了预算编制、集中支付和工

资统发 监控等一些基础数据库，其

中中央国库管理实行财政收支“一本

账”，初步实现了财政收支数据的集

中统一管理。初步建立了财政经济统

计数据库、财政经济数据整合处理和

统计分析平台，为开展财政经济预测

分析和政策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通

过实施财税库行联网，实现了财政、

税务、银行、国库等多部门数据资源

共享和信息综合利用，为加强宏观经

济形势分析、提高财政决策水平提供

了准确、翔实的财政收入数据资料。

4.办公自动化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给财政整体工作带来新活力。全国约

1/3的省级财政厅（局）已基本实现无

纸化办公，部机关在领导办公、公文、

人事、党务等方面也实现了信息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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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管理。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

了行政成本，而且规范了行政程序和

行政职责，促进了依法行政和科学管

理，给各项财政工作带来新活力。

（二）应用支撑平台成功开发 并

开始上线运行

1.成功开发金财工 程应用支撑

平台。2005 年 9月启 动 平台 开 发 工

作，历时 7个月开发完成了测试 版；

2006 年 5月，启动了基于平台构建的

预算指标管理系统（ 简称新指标系

统）、国库支付管理系统建设 工作，

历时 8个月开发完成了测试版，先后

组织预算司、国库司及 8个部门司业

务人员进行了两次集中业务测试。经

过测试后的修改 完善，于 2007 年 6

月底完成了平台和新系统试运行版

的开发。2007 年 7月，财政部选定水

利部、科技部等 6 个具有代表性的试

点部门开展试运行工作。目前，平台

及 基 于平台的新指标系统已在中央

本级正式上线使用并平稳运行。

2.推 进平台在 地方试点。2007

年年 初，财政部选择山西、四川、宁

波三省市进行了平台试点，2008 年

又选择河北、青岛扩大试点。五省市

根据财政部统一部署，分别采取不同

模式积极 推进基于平台的系统整合

工作，取得了较快进展。山西省采用

“系统接入”模式，于 2007 年底 在省

本级上线使用，目前应用良好。四川

省采用“系统生长”模式，于 20 08年

4月在省本级正式上线运行。在汶川

“5·12”特大 地震 中，四 川省平台和

新系统在上线不足一个月、且资金拨

付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很好地支撑

了紧急业务处理，保障了抗震救灾工

作的顺利开展。宁波市采用基于平台

整合的系统模式，新系统已于 2008

年 5月份投入正式使用。河北省采用

“系统嫁接”模式，于 2008年 6月在

省级财政部门上线使用，并推广应用

到了 120 多个县级财政部门。青岛市

采用系统统一整合模式，目前正在开

展方案设 计修改 完善、相关 基础数

据整理和平台业务组件配置等工作。

3.应用支撑平台促进了一体化建

设。为配合财政改革的实施和推进，

从 1999 年开始，财政部 在不同时间

内分别开发实施了预算管理、国库集

中支付等业务系统，这些系统独立运

行，系统间数据规范、基础编码不统

一，信息不能共享，中央财政与地方

财政也不能实现数 据交换。后期陆

续开发的“数据接口”，也没能从根本

解决 这些问题。应 用支撑平台的成

功开发，建立了财政业务系统整合与

统一以 及信息交换 和共享的平台和

机制，为财政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

实现财政业务“三个贯通”（即本级财

政内部业务贯通、上下级财政之间业

务贯通以 及财政和预算单位之间业

务贯通）奠定了基础。
（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1.基本建成财政系统“三横三纵”

网络体系。财政系统网络建设 发 展

较快，1991年利用当时微机点对点通

信方式，财政部初步建立了与地方的

信息传输，改变了旬报、月报通过电

话手工 抄 报方式。1997 年财政部建

立部机关局域网和连接地方的广域

网，2002年建立连通中央部门和预算

单位的城域网。随着财政核心业务系

统应用，地方网络建设 发展较快，目

前，中央本级、省级、地市级与同级部

门及预算单位、银行等部门的横向连

接（三横），中央与省级、省级与地市

级、地市级与县级财政部门的纵向连

接（三纵）已基本建成。全国 36 个省

级、333 个地市级、大部分县级财政厅

（局）建成本级 局域网。财政部已与

145 个中央预算部门、8家商业银行相

连。全国省本级财政厅（局）累计实

现与 5012个一级部门的连通，占应连

通总数的 93.2% 。全国地市级财政厅

（局）累计实现与 30077个一级部门的

连通，占应连通总数的 75.3%。财政

部已与 36 个 省级 财政部门、35个专

员办连接；全国省级财政部门实现了

到 280 个地市级财政部门的连接，占

地市级 总数的 84.1% ；全国地市级财

政部门已实现到 2324 个县级财政部

门的连接，占全国县级总数的 81% ；

全国县级财政部门已实现到 11981个

乡级部门的连接，占全国乡级总数的

29%。其中，有 28个省级财政部门完

成了本省三级广域网的全部连通。

2.安全建设不断加强。2005年 8

月建成财政部机关涉密网，并制定信

息安全与保密管理办法，加强网络安

全管理与监控。按照国家电子政务网

络身份认证系统有关要求和技术标

准，研究拟定了《财政身份认证与授权

管理系统规划方案》，该方案已通过

专家论证。目前，正在按照方案组织

开展项目集成商和设备招标采购工作。

同时加强对地方网络安全建设的指

导，强化安全标准统一，统筹规划，统

一组织了网络安全产品选型招标工作，

统一选定了网络安全工程监理单位。

3.信息化标准规范和制度体系逐

步完善。在标准建设方面，先后制定

并下发了《财政业务基础数据规范》、

《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网络建设技

术标准》、《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安

全总体标准》等一系列技术标准。《基

于平台的应用系统开发标准》和《数

据交换标准》正在制定当中。在制度

建设方面，相继研究 制定了《金财工

程 系统 软件开发、应 用管 理暂行办

法》、《金财工程网络建设 和安全运行

管理办法》、《财政部信息化建设管理

办法》及其 7 个配套管理办法等，规

范了金财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作者为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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