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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政信息系统建设的
“ 一把手” 工程

本刊记者

近年来，山东省不仅是交通道路修

得好，财政部门的信息高速公路也是一

流的。山东省财政厅为了提高财政现

代化管理水平，以计算机网络化应用为

突破口积极稳妥地促进财政信息化建

设的发展。目前，全省广域网已覆盖到

所有市县及半数以 上乡镇，财政与税

务、国库、审计等相关业务部门以及与

企业的联网全面启动，计算机信息技术

在财政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如果说经验，就是“一把手”工程。
山东财税信息化建设工作从一开

始就由省厅一把手领导和参与。1996

年，财政厅专门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

长的全省财政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统一领导、协调、组织实施全省财政

信息化工作。张昭立厅长先后多次主

持召开厅长办公会议研究财政信息系

统建设的具体问题，并且把财政、国税、

地税等五部门联网问题提交省长办公

会研究。各市地、县仿效省厅也都成立

了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普遍由一把手

挂帅，各级领导身体力行，带头用电脑，

带头学习信息技术。
1995年制订的《1996 - 2000 年山东

省财政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2000年底前建成全省财政省、市、县

三级广域网和各级局域网并适时实现

与税务等部门的信息网络互联；组织开

发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积极推进各种

财政业务管理系统的应用，切实发挥信

息化的整体效益。财政厅信息中心主

任宋新生告诉我们：这些目标已经基本

上达到。

网络建设是财政信息系统建设的

基本建设项目，山东省财政部门上下一

心，积极行动。

1995 年下半年，山东省财政厅确定

在潍坊、青州、淄博、枣庄、威海 5 市、县

开展计算机网络建设试点，之后又把试

点范围扩大到长清等 15 个市地、县。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财政厅信息中心

拟订全省财政系统三级计算机广域网

建设方案，厅党组相当重视，先后两次

召开厅长办公会进行研究，并专门召开

了市地级财政、地税、国资局三家的“一

把手”会议。从 1997 年 11 月初到 1998

年 6月底短短 8 个月的时间里，计算机

网络就实现了三级财政的连通，网络覆

盖省、市、县三级 172 个单位。与此同

时，各级财政加紧自己的计算机局域网

建设，确保与广域网建设同步到位。
1998年底，全省共建成局域网 136 个，

其中省厅 1 个，市地 17 个，县市区 118

个，全省财政广域网和各级局域网确告

连通，由此山东省财政部门搭好了以省

财政厅局域网为核心，连接省、市地、县

三级的网络体系，1999 年，县与乡镇的

第四级联网也全面展开，半数以上的市

地实现了县与乡镇的联网；此外，财政

与相关业务部门以及企业的联网全面

启动，其中财政厅局域网已连通 300 户

省属企业，财政与审计、国税、地税、国

库五部门的联网基本完成。路好车行

快，财政系统计算机网络体系建得好，

为财政管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

条件。

把办公自动化系统作为网络应用

的起点和突破口，让四通八达的网络更

好地为财政工作服务。

1995年，山东省财政厅信息中心选

准办公自动化系统作为网络应用的首

推软件，把公文处理等办公业务纳入计

算机网络管理。试点成功后 1998 年在

全省推广。现在，省财政厅、11 个市地

和 60多个县市区财政局实现了公文流

转的计算机网络化，不但减轻了文件处

理的工作量，提高了公文办理速度，而

且使文件的管理更加规范、安全，便于

查阅。机关办公和管理手段的变化，提

高了办公效率和质量。1998 年度财政

厅办理的各类文件比上年增加了 500

多件，一共 3500 件，业务人员从事务堆

里解放出来有精力去搞调查研究加强

财政管理，就是得益于办公自动化。
财政业务工作上网管理是财政系

统网络应用的重要内容，信息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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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去积极地影响和作用宏观经济的

增长，是市场型财政的基本任务之一。
财政政策的运用，如同我国实行的

积极财政政策那样，尽管直接的表现是

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或者如同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那样，还可以大幅度

扩大社会保障支出，但其政策效应是社

会性的，目的在于促进整个经济的增

长，因而财政政策的运作也是财政为市

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之一，是我

国财政公共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财政体制逐步转到建立和完善分

税制模式上来

改革初期，财政体制就实行了“分

灶吃饭”的改革，以后又经过大大小小

的多次改进和改革，逐步确定了建立分

税制体制模式的目标，并且在 1994 年的

大改革中，初步形成了“分税制”财政体

制。财政体制的这些改革，本身就是经

济体制整体改革的组成部分，是与整个

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相配套的。尽

管离真正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尚有一定

的差距，但目标已经明确，只要经过努

力，是最终能够建立和完善的。分税制

财政体制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的财政

体制，财政体制的“分税制”化，也是我

国财政公共化趋势的鲜明表现。
政府预算制度正按市场经济的要

求而逐步改变着

我国的政府预算从来就有着法律

的形式，它按照一定的政治程序制订并

执行，同时被宣布具有法律效力。但

是，长期以来在缺乏法治的背景下，预

算也不能不处于人治的状态之下，是长

官意志盛行的领域之一。改革开放 20

年来，随着整个社会法律制度的逐步完

善和法治程度的逐步提高，预算的法治

状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财政行为愈益受

到法律的约束。预算从草案的编制，到

审议批准通过，到执行中的监督和决算

的批准等，都大大加强了法律的权威和

规范作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预算

的法治化程度的提高，是整个社会法治

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从根本上有利于

改革和发展。此外，20 年来的预算制

度，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着市场经济的

要求而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改革，诸如复

式预算制度的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推

行，以及目前正在试行的各种预算制度

改革等，都是其公共化的具体表现。
上述这些变化，大体上囊括了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变化的基本概貌和

主要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 20 年来财

政改革的总体趋势。所有这些，都是由

经济的市场化决定的，都表现出鲜明的

服务于、满足于市场基本要求的特点，

即日益形成“弥补市场失效”、“一视同

仁服务”、“非市场盈利性”和“法治化的

财政”等基本性质。而所有这些基本性

质，都可以用“公共性”来加以概括。可

见，在市场化改革中，我国财政逐步地

然而是日益公共化了。
（作者为厦门大学财金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

志们把紧密围绕财政任务和业务工作看

做信息化工作的生命线。目前，山东 20

多个市地、县使用《财政资金管理系统》，

其中不少地方实现了财政资金拨款集中

办理，提高了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和资金

利用率。
电子邮件系统也在山东省财政广域

网上普及应用，它把省、市、县、乡四级财

政报表数据、信息的采集、处理、传递等

日常工作全部纳入广域网处理，财政自

家的 E - m ail用起来方便快捷又安全守

密，成了山东财政一项最有效的管理工

具和手段。
此外，山东省财政部门广泛应用的

系统还有《预算管理系统》、《通用查询分

析报表系统》、《财政数据库管理系统》、

《国家法规库》、《财政信息港》等，它们在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促进财政职能转变，

强化财政宏观调控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机构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一直是山

东财政部门信息系统建设中紧抓不放的

大事。
到目前，山东 11 个市地和 50 多个

县市区财政建立了专门的信息机构，尚

未成立专职机构的地方，也都配备了一

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信息技术管

理工作，不少地方还公开招考招聘了一

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正值各级财政面

临极大困难，处于机构精简、人员压缩之

时，财政信息系统机构和队伍建设却在

不断加强，更加体现了山东省政府和财

政“一把手”们的远见卓识。
计算机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结合财

政工作开发的软件系统也在不断更新，

不仅大量的财政干部需要“扫盲”，就是

业内的工作者也得不断充电和更新知

识，才能适应信息技术和财政改革发展

的需要，技术培训必然是信息系统建设

中一出长久的重头戏。山东财政厅信息

中心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培训，1996 年经

报请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教委批

准，在全省财政系统建立了计算机应用

能力培训与考核制度并迅速实施，更可

贵的是各级财政的“一把手”们带头学习

和操作应用。到现在，全省 95% 的财政

干部获得了初级培训合格证书，30% 以

上的干部获得了中级资格证书。针对财

政信息化建设的需要，财政厅信息中心

还安排了专项技能的“拉网式培训”，如

今全省财政系统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能熟

练应用 W indows、Notes等操作系统，并熟

练掌握了推广使用的办公和财政业务应

用软件的操作技术。单说 1998 年一年

中，山东各级财政就培训 1  万人。厅信

息中心也承担着市地、县网络操作系统、
网络管理、数据库、开发语言等一系列专

业技术培训任务，1995  年以来累计培训

各级专业人员 1000 多人。各类计算机

技术的培训，对改善财政干部队伍的知

识结构，提高科技理财水平，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理财经纬
	山东财政信息系统建设的“一把手”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