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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1世纪被称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财政工作也将

越来越广泛、越深入地运用计算机技术，使各项业务工作进一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高效化。默默走过了 20年

历程的财政 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此我们走访了财政部计算中心 杨方伟主

任，并以 这篇访谈作为本刊新世纪对财政工作信息化这一问题关注和宣传报道的开端。

新世纪财政工作

向信息化迈进

——访财政部
计算中心主任杨方伟

本刊记者  ★张沁★

记者：在 1998年机构改革中，财

政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两家计算

中心合并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项工作

就走上了正轨。请您谈谈新千年计算

机技术在财政工作中将肩负怎样的使

命？

杨：对我们来说，进入 2000 年的确

面临一个很好的机遇。一方面，财政改

革不断深入，必然大大增加各项业务工

作对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需求。诸如

目前正在进行的预算改革，要求细化预

算，必然需用计算机代替传统的手工操

作来完成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并达到

科学、精确、规范化；实行政府采购，自

然要求利用便捷的网络技术实时发布

招、投标公告并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实

现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化。另

一方面，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

专业软件研究开发的不 断完善，已经为

计算机技术真正进入业务工作和成为

业务工作的一部分提供了可能。计算

中心作为财政部自己的计算机信息技

术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和职能就是

“服务、指导、管理”，这是 1992 年财政

部发文明确提出的。当前，服务首先是

服务财政各项改革和主体业务应用；指

导首先要指导好系统建设规划和应用

系统开发；管理首先要做好计算机网络

的统一管理，充分发挥网络的综合使用

效益。当然，财政计算机信息部门要想

在整个财政工作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还离不开地方政府和各级财政部

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记者：财政系统是较早运用计算机

的部门之一，这些年来我们的计算机系

统建设开展的总体情况如何？

杨：计算机技术进入财政系统已 20

年了。经过这 20 年的努力特别是 1986

年国务院批准《全国财政税务信息系

统》建设项目以来，全国财政系统 36 个

省区市已有 31 个省市建立了处级信息

中心，全系统拥有近 5 万台微机、上千

台服务器和中小型机、2 万多台打印机

和办公自动化设备，规模已相当可观；

全系统拥有 1000 多人的信息工作队

伍，其中 70% 为专业技术干部，正担负

着全国财政系统的网络建设、信息服务

和财政业务应用系统的开发工作。目

前已开发出了大小 500余种专业软件，

建立起很多优秀的业务软件应用系统，

在大部分省市建立了稳定可靠的局域

网和广域网络，为财政业务工作做出了

贡献。
记者：90 年代以来计算机网络技术

发展迅猛，地方财政计算机信息部门都

做了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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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近几年来各地方财政信息中心

围绕服务财政业务，在网络建设、办公

自动化应用、财政业务应用软件开发、

信息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在省、市、县三级计算机局域网和广域

网建设中，山东、北京、上海、黑龙江、辽

宁、深圳、四川、河北、山西等省市建成

了三级或二级局域网和广域网。河北、

山西、江西、重庆等省市的广域网正在

建设当中。山东省的广域网已覆盖了

省、市、县三级 136 个局域网，并已开始

向乡镇延伸。淄博市作为试点单位实

现了财、税、国库的横向联网，并建立了

市、县、乡三级信息网络。地方财政信

息部门的工作奠定了全国计算机网络

建设的基础；在办公自动化应用方面，

1997年后，辽宁、山东、重庆、北京等省

市建成了各有特色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辽宁等省市基本实现了省厅办公的无

纸化，在公文起草、审批、流转和信息查

询等方面广泛运用计算机技术，提高了

干部的计算机网络应用水平；在财政业

务应用软件开发方面，上海、江苏、河

北、安徽、陕西、四川、黑龙江、浙江、福

建等省市先后围绕预算指标管理、预算

外资金管理、社会保障及各项基金管

理、工资集中发放、农业税征收、粮食收

储企业财务管理等财政主体业务应用

开发出一批很好的应用软件，并开始发

挥管理效益；在信息工作方面，安徽、重

庆、吉林等省市不仅在网上提供了每天

更新的财政金融动态信息，而且做出了

地方特色，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记者：过去的工作对新世纪财政计

算机系统建设有些什么启示？

杨：过去若干年的工作告诉我们：
计算机网络建设必须要依赖于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交流，依赖于提供

的动态信息的质量，依赖于财政业务数

据的快速传输，依赖于广大财政系统干

部使用计算机网络水平的日益提高；应

用软件开发必须要服务于财政工作的

主体业务，特别是在财政核心业务中的

应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要与财政业

务需求和应用水平相适应；信息中心的

发展和自身建设必须要首先树立服务

财政改革大方向的指导思想；信息系统

的建设必须要有相对稳定的机构和技

术骨干作保障，必须要争取领导的支持

和重视。回顾这些年，只要我们的工作

服务于财政的主体业务、服务于财政各

项改革，信息工作就会受到重视，就会

得到加强，就能做出成绩。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日

益成熟，硬件设备性能价格比的日益提

高，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各级

领导的高度重视。当前财政系统的各

项改革工作，特别是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对计算机信息技术提出了新的需求，是

我们面临的最好机遇。
记者：财政部领导多次强调，要尽

快使计算机技术进入财政主体业务、核

心业务。请你谈谈计算机应用目前最

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杨：应当说当前财政系统计算机应

用的“纲”应当是“预算管理和资金拨

付”，抓住了这个纲，做到纲举目张，就

能带动其它财政业务进入信息网络。
当前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

早编细编预算，强化预算约束，加强监

督管理。中央财政正在进行部门预算

改革。部计算中心已配合预算司开发

了 2000 年部门预算编制软件，为部内

主要业务司局开发了预算联网审核软

件和 2000年正式预算编制软件。下一

步将要进行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

革，将对计算机应用提出更高的要求。
记者：2000年是计算机网络技术进

入财政主体业务关键的一年，也可以说

是财政工作走向信息化的重要年度，财

政计算机信息部门对新一年的工作做

了怎样的安排？

杨：2000年我们具体要做 4 件事。
第一就是全国财政系统广域网建设。
年内全面开通部机关到各省市厅局的

广域网，争取有 35% 的省市建成本省的

三级广域信息网，35% 的省市建成省、

市两级广域信息网络；全面开通电子邮

件系统，实现部机关各司局到省（市）厅

（局）业务处室上下对口的信息交流；统

一各级计算机网络的进出口、强化网络

运行的集中管理、切实做好安全保密工

作。第二是要在软件评优的基础上，集

中力量、联合开发、共同推广预算编制、

指标管理、政府采购、工资集中发放等

一批能在近期推广使用的适合财政改

革的核心业务应用系统，推进各级信息

网络进入财政核心业务；针对社会保

障、粮食风险基金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开发、推广一批适合各地使用的财政业

务应用系统；推动政府采购信息系统建

设；配合全国 1200 万财务会计人员普

查和建库工作建立全国财会人员数据

库和信息网络。第三是扩大办公自动

化软件的推广范围，进一步提高网络应

用水平。第四是做好信息服务工作，提

高动态信息的质量。去年 11 月的工作

会议提出讨论了全系统的电子邮件及

信息交换制度，有了制度还要下功夫提

高每日动态财经信息的质量和档次，建

好法规库、资料库、文件库，进一步丰富

网络上的信息资源，提供准确、快捷的

信息服务。
记者：您曾一度在美国访问和工

作，也考察过一些发达国家的信息和计

算机应用问题，能否结合我国财政系统

信息和计算机应用现状，介绍一下这方

面的情况？

杨：在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

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大。
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包括

财政部门都非常重视信息技术应用，办

公及核心业务早已实现计算机网络化。
他们积累了不少经验，现在已经做得比

较完善和规范化了。财政部门与相关

部门的业务往来都在计算机网络上进

行，既高效准确，又规范透明。结合我

国财政信息系统现状和财政改革日益

深入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的要求，

我们的确很有必要吸取国外的经验，借

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用的财政部门

计算机处理模式，制订我们自己的应用

目标，快速提高应用水平，逐步走向国

际通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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