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应用

我省财税系统计算机应用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浙江省财税信息中心

近两年来，我省财税系统的计算机应用工作，取

得了新的进展。微机配置和应用逐步延伸至县。省财

政厅和各级财税局共配置徽机127台，配置调制解调

器88台。微机应用人员增加到273人，其中专职技术人

员32人，占应用人员总数的11.7%，初步建立起一支

既懂财税业务、又能运用现代化工具的队伍.这对提

高工作效率，加快信息传递，推动全省财税业务应用

微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组织培训，扩大应用队伍

培训人员是开展徽机应用的重要条件。1987年以

来，我们财税信息中心在帮助本省各地财税局配置徽

机的同时，根据各业务部门的需要，先后分11批培训

了200余人次，有力地促进了我省财 税系统微机应用

的发展。这几批培训 有 三 个特点：一是培训对象扩

大.有省财政厅机关业务处室的同志，也有市（地）
县财税局的同志；有搞税收计会统工作的同志，也有

搞预算、企财、农财、行财工作的同志。二是培训内

容增加。有计算机基本知识，也有财税业务应用软件

知识，如“通用汉字报表系统”、“通用税票处理系

统” “税收会统数据处理 系统”、“高 级制表”、

“通用机关财务”等 软件 知识。三是培 训形式多样

化.有省财政厅组织集中培训，也有委托浙江财经学

院代为培训；有各市（地）财税局组织培训或由省财

政厅派人下去帮助讲课辅导，也有互帮互教，边学边

做。这样的培训和学习，时间短、见效快，既锻炼了

现有计算机技术人员，又使财税业务人员很快学会了

应用微机。经过培训，绝大多数同志回到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应用徽机由点到面，逐步深化

推广应用徽机是客观形势的需 要，势 在必行。
1985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都明确提出，要求运用现

代化管理手段，推广应用计算机首先从徽机起步，并

逐步发展到县级财税部门。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和

实践，特别是1986年全国财税部门计算机应用工作会

议以后，我省不少财税帮门加强和重视了徽机应用

有的业务部门开始尝到甜头，初步看到了应用微机后

的效果。他们主动派人学习计算机技术，自己上机操

作，采用徽机审核、汇总本部门经管的业务数据。技

术力量较强的市财税局，根据业务和工作的需要，先

后自编“国营工业企业财务指标管理”、 “税务登记

企业查询登记”、 “乡财政农业税销号登记”、“工

资发放”、“人事统计”等程序，已在实际工作中应

用起来。温州市财税局与外单位合作共同研制 “税务

计会统数据处理系统”（JK T），经浙江省科委组织

专家鉴定通过，并获1986年省科技（计算机软件）二

等奖。

到1988年 8 月为止.我省财税系统采用微机处理

上报的报表有：财政收支旬报、电月报和年终决算及

工交、商贸、农财的部分报表；税收会统电月报、月

报、季报、年报。1987年开始，各市（地）财税局的

预算和计会部门也都采用微机处理有关向上汇报的报

表。全省绝大部分县（市）财税局的计会部门实现了

微机处理、软盘上报报表的方法。有21个市（县）财

税局从当地实际出发，采用“税务计会统数据处理系

统”（JK T），税票经过统计小封签汇总后输入计算机

处理。杭州市财税局在市区所属分局和区局推广应用

财政部和京粤中心开发的“通用税票处理系统”获得

成功。经过近两年来的 实践.不少同志深有体会地

说：“采用现代化的计算机工具，不仅解脱了繁琐的

手工劳动，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杭州市财税局的同志反映：“计算机处理税票，使原

来集中在月初、月终的工作量，分散到每天去做，这

样工作量均衡了，完成报表的速度加快了，准确率也

提高了”。

三、开通徽机远程通讯.加快信息传递

微机远程通讯是建设财税信息网络系统的主要形

式之一。1987年初，我们 根据财政 部计 算中心的部

署，在开通财政部、国家税务局与省财政厅微机远程

通讯的同时，立即着手为各市（地）财税局配置调制

解调器和培训人员，基本上做到每个局都有两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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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使用。经过试传，1987年7月我们就开通了省财

政厅与各市（地）财税局间的远程传递数据的通讯，

保证按时、准确地把财政收支和税收的各种数据传送

到财政部 和国 家税务局，做到了“一快、二准”。

1988年 1 月，我 们又为各县（市）财税局配置调制解

调器，并组织各市（地）财税局的同志参加在厦门举

办的使用调制解调器培训班。目前已有部分县（市）

财税局实现了与市（地）财税局间的远程通讯。

四、从实际出发，开展系统调查和分析，做好进

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1987年初我们组织了杭州、嘉

兴、海宁市财税局和财政厅机关有关业务处的同志共

同进行财税信息量的调查，经过多次反复研究核实、

汇总，按时上报信息量调查表和《本省财税系统计算

机应用发展规划草案》。1988年 8 月，财政部正式批

准我省为第 2 批进机工作单位。
为加快我省财税信息系统的建设，保证1989年进

机，1988年 4 月初我省编委正式批准财政 厅 成 立 浙

江省财税信息中心。目前.我们正在抓紧配备人员，

扩充技术队伍。机房建设和承担的课题开发任务，也

正在研究落实。
我省财税系统的微机应用从无到有，由点到面，

正在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应用水平和微机使用率

都在不断提高，已经涌现出一批热爱计算机应用工作

的同志，为今后建设我省财税信息系统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开发和应用 的

几点体会

江西省财政厅综合计划处

我省财政系统计算机开发和应用工作起步虽然较

晚，但在1986年全国财税部门计 算 机 应 用工作会议

后.我们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并迅速行动起来，经过

两年的努力，终于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计算机

的运用，已普及到全省各地、市财政局和部分县财政

局，1989年将普及到县一级财政局。在开展这项工作

中. 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领导的重视。是计算机开发和运用工作开展

的前提

我省财政系统的计算机开发 和 运 用工作起步较

晚，到1986年底只有 2台微机，十几平方米的机房。

1986年11月份，户县会议提出了财税部门计算机开发

和应用的任务和长远规划。会后我们立即将会议精神

向厅领导做了汇报，并提出了 把 计算 机工作普及到

地、市一级的计划。落实这个计划需要几十万元资金

购置微机和机房设备。开始厅领导感到很为难，因为

我省是老区，经济基础较薄弱，要拿出几十万元资金

购买微机也确非一件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一方面向厅领导宣传计算机的作用，另一方面把现有

的计算机运用起来，使它发挥作用，显示出优越性。

厅领导看到计算机的作用和认识到运用计算机工作的

重要性后，就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并在1987年的预算

中为我们安排了50万元购机经费。还在1987年的地、

市财政局长会议上，要求地、市财政局长们认真抓这

项工作。领导的重视，使地市一级的计算机工作也迅

速开展起来。到1987年的地方财政决 算时，各地、市

都按我们的要求及时报送了软盘。
二、与财政业务紧密结合是计算机应用的生命

过去厅里一些业务处室的人对计算机不了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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