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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财政核心 业务
  全面提升信息 化水平

辽宁省财政厅

近年来，辽宁省财政厅高度重视

信息技术的应用，以进入核心业务为

突破口，全面提升财政信息化工作水

平，初步建成了功能较为完善的局域

网，办公自动化系统进入成熟应用阶

段，一批核心业务信息系统开始发挥

规范业务、 完善管理、 支持决策的积

极效应。
1.政府债务管理系统。按照省政

府提出的 “做大管严政府财力、 建立

金融安全区” 的要求，财政部门承担

起全口径管理政府内 、 外债务的责

任。为了在宏观上实现总量控制、微

观上加强项目管理，根据政府债务数

量多、分布广、性质复杂、时间跨度

大、 动态变化强的特点，我们组织开

发了覆盖全省各个级次的大型网络应

用系统。系统采用客户端 / 服务器结

构，可支持多种数据录入和输出方

式，以省、市、 县、乡四级政府的债

务个案为基础，具有按不同地区、不

同级次、 不同行业、 不同部门交叉统

计，汇总政府债务数据和滚动预测未

来5年偿债支出的功能。系统投入使

用一年多以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

府债务管理监控体系，全省政府债务

的结构和分布状况以及 8500笔各类

债务的使用和偿还情况一目了然。为

分析各级政府的债务负担、偿还能

力、债务风险和举债空间，评价考核

各级政府债务偿还指标和债权清收指

标，控制债务风险提供了强大的技术

支撑。
2.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信息系统。

建立社会保障信息支持系统，是国务

院确定的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

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做好这项工

作，我厅制定了统一的工作规划和技

术标准，通过市场化运作，筹集资金

5500 万元用于 系统的软件开发和设

备购置。建 成了 横向联接 财政 、 劳

动、 民政、 地税、统计五个部门，纵

向联接省、 市 、 县三级，包含社会保
险业务、 就业服务信息、 民政低保管

理、 地税基金征缴、 财政基金监管、

社会保障政策法规7个子系统的全省

社会保障信息网管理系统，从技术上

确保了社保试点后900万参保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省级统一管理

以及130万离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补

偿金的省级财政审核和市级财政统一

发放。
3.国有企业财务状况和职工结构

基础数据分析系统。为夯实全省社保

试点的基础工作，以 2000年和 2001

年地方国有企业决算数据为依据，我

们建立了大型数据库系统。该系统包

括我省 7000 多户地方国有企业两年

的盈亏情况、负债情况、 现金支付能

力以及职工结构情况的基本数据，为

客观分析企业财务状况、 支付能力、

职工状态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数据。以

这套系统为审核依据，我省已有73万

离岗职工顺利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为社保试点的顺利推进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4.国有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基

础信息管理系统。社保试点起步之

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和财政部领导明

确提出，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

金，各级财政给予补助，但不能 “吃

免费 午餐”。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

们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将申请财政

补助企业的财务状况、工资标准、职

工工龄、 身份证号码、 在中心与否 、

拟领取补偿金的银行账户等基础信息

全部录入计算机，通过审核系统，确

保补偿的年限、 标准符合试点政策的

要求。目前，这一系统保证了我省73

万名职工补偿金的准确及时发放。
5.粮食管理信息系统。针对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普遍存在的财务管理松

弛、 费用开支随意、亏损居高不下的

局面，为强化各级财政部门对企业粮

食实物和财务的动态监督管理，我们

开发了 “粮食管理信息系统”。利用

该系统，财政部门可随时查阅各基层

粮食购销企业粮油商品购销和库存情

况、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情况、各

阶段财务成果变动情况，追踪粮食政

策性补贴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极大

地方便了各级财政部门对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的管理，使查找、提取企业有

关数据资料更加快捷和准确，据此制

定的政策措施更有说服力，实施财务

监管更有针对性，也有力地提升了粮

食财务管理工作水平，提高了国有粮

食购销企业规范经营行为和财务行

为、降低费用支出、压缩企业亏损的

主动性。2002年上半年，全省国有粮

食购销企业费用支出同比下降 16% ，

亏损同比下降 21%。
6.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财政部

信息中心和六省市联合开发的F O A S

系统，我厅在 1996 年即实现了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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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在总结系统使用经验的基础

上，我们成功开发了市级办公自动化

系统，1999年末实现了全省市级财政

的办公自动化。2002年，我们对原有

的系统进行了升级，开通了部、 省、

市电子邮件系统，实现了软件的统

一、 信息的共享和交流。通过广域

网，省市两级财政之间的公文可以瞬

间传送，缩短了公文流转时间，提高

了工作效率。
为了全面提升财政信息化工作水

平，省财政厅高度重视加强对这项工

作的组织领导。一是成立了信息化工

作领导小组，由厅长担任组长，负责

制订工作方针、 政策，批准中、 长期

规划，确定建设投资原则等。二是制

定切实可行的信息化工作规划，确定

了系统建设的目标、方向、 任务和投

资概算，使系统建设有章可循、 有序

推进。进一步明确了信息化服从并服

务于财政改革、 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

的工作方针。三是建设了较为完善的

网络环境。基本建成纵横交错的省、

市、县三级网络系统，为各项财政改

革提供了可靠稳定的基础环境，促进

了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的开展。开

通了部、省、市电子邮件系统，为信

息共享和信息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渠

道。四是把队伍建设作为信息化工作

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全省市以上财

政系统均设立了信息中心，拥有专业

技术人员百余名，县区也有专职人员

负责计算机应用工作。经过多年的努

力，我们培养了一支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清贫、富有奉献精神的信息化队

伍。在抓专业队伍建设的同时，我们

也注重提高全系统干部职工的整体素

质，提高全系统职工计算机应用水

平。五是探索出一条低成本推动信息

化的工作路子。我们突出重点，集中

资金建设有代表性 、 急需的应用系

统，确保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为关键

的系统建设。充分利用政府采购的手

段，对项目设备统一进行招标采购，

努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在全省社

保网建设过程中，我们向金融机构招

标，请他们出资开发软件，购置小型

机和网络设备，为省级财政节省了大

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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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级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

非常困难，原因之一就是财政收入的

来源渠道比较单一，现有财源日益萎

缩老化，增长乏力。这反映出财源建

设中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顺应新形势

发展要求，发展第三产业、 培植新型

财源，调整财源结构，是一项关系到

未来财政发展前景的战略选择。
目前，地方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落

后，据统计，2001年，山东省威海市

第一产业提供的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

总收入的9.6% ，二产占66.7% ，三产

占23.7%。而全国一产占6% ，二产占

49% ，三产占45%。相比之下，威海

市二产的比重较大 ，三产的比重较

小。从今后发展的态势看，一产增收

潜力 不大，二产仍是财政收入的支

柱，三产是财政新的增收点。
1.第一产业增收潜力不大。一

产主要是农业税、耕地占用税和农业

特产税，其中农业税、 耕地占用税的

数额比较小，2001 年威海市总共才

2800万元，占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

0.9% ，同时这两个税种比较稳定，增

长的潜力有限；而农业特产税数额较

大。2001年达到3.3亿，占全市地方

财政收入的11%。但由于近年来海洋

资源日益枯竭，捕捞业不景气，果品

市场价格较低，收益较差，所以，农

业特产税不会有大的增长。总的看，

近几年威海市一产提供的税收比较稳

定，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

在 9% —10% 的水平。由于农业税收

所占比重较低，加上国家对农业税收

实行稳定负担的政策，所以，今后农

业税收增收潜力不会太大。
2. 第二产业是财政收入的支柱。

从地方财政收入组成看，二产提供的

财政收入较多，威海市二产提供的地

方财政收入占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

67% ，是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支柱产

业。从主要来自二产的增值税看，威

海市 1998 年为 2 个亿，增长 21% ，

1999 年 2 .3 亿，增长 15% ，2000 年

2.8 亿，增长 20% ，2001 年 3.5 亿，

增长 24% ，增幅一直保持在 20% 左

右，比较稳定。如果想通过发展新的

企业，来增加税源，则需要一个长期

的过程，不能马上奏效，因为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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