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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地的财税信息工作获得了长足

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在前

不久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办公室主任

会议上，不少省市的同志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经

验。这里，我们汇集了河北、浙江、福建等省

和哈尔滨、武汉等计划单列市的经验材料，这

些省市在开展财政信息工作方面各有所长，各

具特色。

一、认识明确、领导重视

在近几年信息工作的实践中，不少省市财

政部门的同志不仅尝到了甜头，打消了顾虑，
而且对信息工作有了更深切、更全面的认识和

感受。各地同志普遍认识到，办公室是机关领

导的参谋和助手，又是上下联系，横向沟通的

桥梁和纽带，要发挥好这几个方面的作用，哪

一条也离不开信息工作。上级领导进行决策，
必须全面、准切地把握经济和财政情况，充分

了解基层各单位的动向情况；基层单位要开拓

和改进工作，又必须及时了解上级的部署和意

图，了解兄弟省市的做法和经验。因此，在现

代经济生活和财政管理中，信息工作是至关重

要的。由于对财政信息工作的认识明确，各地

财政部门的领导同志都十分重视信息工作。河

北省财政厅领导早在1984 年 就召 开了厅内各

处、室、所负责天会议，提出要适应形势需要，

增强信息意识，努力开发信息，并把信息反馈

作为指令性任务进行落实。哈尔滨市财政局每

半年召开一次信息工作会，总结工作情况，分

管信息工作的常务副局长每次都到会讲话，对

财政信息工作提出要求。山东省财政厅领导，

多次利用全省财政会议的机会强调财政信息工

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并要求各方面

关心和支持财政信息工作，尽量让负责信息工

作的同志多参加一些会议，多接触一些重要文

件，多参与一些领导同志搞的调研活动。各地

财政厅（局）在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下，办

公室的同志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财政信息

的搜集、整理、加工、利用等方面都创造了不

少好的做法和经验，使财政信息工作出现了蓬

勃向上、日新月异的喜人局面。

二、重视基础工作

作为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业务工作，财政

信息工作也必须有一整套扎实、细致的基础工

作。在这方面，各地都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做法。
浙江省财政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五项具体

办法：一是把信息工作列入岗位责任制，明确

定出信息刊物的出刊数量，并采用计分的办法

进行考核；二是实行信息员聘任制，除正式聘

任的364名财政信息员外，还有不少热心的 “编

外” 信息员，按照规定，他们每两年对信息员

队伍作一次调整和充实；三 是 建 立 了信息报

送、处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各市地财政局报送

信息的内容、时限和数量；四是建立了评比制

度，即每年评比一次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

信息员，每半年评比一次好信息；五是实行通

联制度，即通过电话、会议、信函等各种形式，

加强整个信息网络内部的情况交流的沟通。四

川省财政厅除在全省21个市地州财政局建立了

信息网络外，还选择了13个不同类型、各具代

表性的县财政局作为信息联络点，以充分了解

基层财政部门的第一手情况。同时，为了扩大

信息来源，他们还同全国16个兄弟省（区）财

政厅办公室建立了固定的信息交换关系。各地

除了制度建设和网络建设之外，有的还大力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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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档案管理两项工

作，如武汉市财政系统于今年 7 月正式实现了

全市微机远程通讯联网，并开始试行和推广微

机信息储存、微机信息检索、微机信息传递、

微机信息综合处理等。同时，还建立了综合信

息档案制度，并将信息档案工作列入了全市财

政系统档案工作达标升级的重要内容。

三、有针对性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努

力提高财政信息的实用性

信息的价值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对于特定

的需求者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因而，在财政信

息的管理中，无论是信息的搜集还是使用，都

必须特别强调“针对性”。在这方面，各地在

自己的实践中都摸索出了不少规律性的东西。
黑龙江省财政厅以为领导决策服务为宗旨，注

意发挥财政部门办公室的特点和优势，从四个

方面注重了财政信息的针对性：一是为使领导

全面了解财政经济情况，逐月提供财政经济情

况的系列信息；二是注意采集苗头性信息，引

起领导注意；三是注意搜集重大决策后有关执

行情况的反馈性信息；四是发挥财政部门联系

面广的优势，广开信息门路，尽可能多地为领

导提供其它方面的政策信息。山东省财政厅依

照信息层次的不同，狠抓了财政信息的四个服

务：一是围绕财政中心工作抓信息，为领导决

策服务；二是抓情况、经验性信息，为基层部

门服务；三是狠抓敏感性问题的信息，为社会

稳定的大局服务；四是抓反馈性信息，为完善

决策服务。这样分类之后，服务对象比较明确，
增强了财政信息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福建省财

政厅在信息工作中注意“两手抓”，一手抓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惩治腐败，搞好廉政建设方

面的信息，为财政系统的队伍建设服务；一手

抓带有倾向性和苗头性的业务信息，为财政业

务工作服务。在实际工作中，也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广东省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几

年来，该省财政厅着重围绕财政改革中出现的

新问题、新观点和新成就搜集和编发信息，有

效地配合了当地的中心工作。

四、注重信息的综合分析和追踪调查，努

力提高信息质量

有效性是信息的生命，而信息的质量又是

提高财政信息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这是各地财

政部门在信息工作中的切身感受。为了提高财

政信息的质量，各地财政部门都做了不少有益

的探索和尝试。浙江省财政厅在信息工作中提

出了“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深”的高

标准要求，力求突出财政信息的特色。为了增

强信息的深度，他们注意从各地报来的信息中

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和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
定题目、定要求、定时间，派人下去调查了解，
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调查报告。同

时，为了提高信息队伍的素质，他们还采用独

特的 “以会代训”办法培训信息员，即在召开

信息工作会议时，要求每人带一条有价值的信

息到会，在会上逐条评优论劣，使与会者大获

收益。四川省财政厅对那些问题反映得不够系

统、全面的信息，实行了追踪调查办法。具体

做法：一是向信息联系县发调查表；二是召开

部分县财政局座谈会；三是到个别县实地调查，
然后将了解到的情况综合分析，写出调查研究

报告，从而使初级信息得到了升华。哈尔滨市

财政局对各类统计信息综合归类巧安排，把哈

尔滨市若干财政经济指标在计划单列市中的位

次做了公布，使不带任何评论的统计数字起到

了很好的鞭策作用。黑龙江省财政厅还举办了

省财政系统文秘展览，在展览中把财政信息的

好坏典型公之于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各级

财政部门对信息质量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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