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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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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两种看法：一是认为计算 机在财政部门没什么

用；二是觉得计算机运用高深莫测。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把部分处室的报表接过来用微机处理，如全厅

工资报表、预算处和商贸处的月报，以及工交和文财

处的季报。我们每次都按时用计算机把报表做出来，

交给他们。业务人员看到计算机输出的报表既准确又

美观，对运用计算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们考虑到由我们来处理业务处的报表，存在使

用计算机人员和业务人员脱节的问题，不利于发挥计

算机处理报表的效率，同时也影响我们进行计算机开

发工作，就让业务人员自己上机操作。开始他们很害

怕，唯恐把机器搞坏。在我们的指导下，他们很快就

打破了神秘感，掌握了 用计 算 机处 理报表。在实践

中，我们把计算机运用到业务工作上去，同时又使机

房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紧密结合起来，使计算机运用

工作产生了生命力。

三、人员培训关键在抓质量

我们在机房指导业务人员操作的作用毕竟是有限

的。为了使更多人更深一步地应用计算机，1987年 6

月我们和计算机服务公司江西分公司联合举办了为期

一个月的培训班，对全省11个地市和我厅部分处室的

二十多名人员进行了较系统的教育。1988年 7 月至 8

月我们又联合江西计算机厂对32个县和我厅部分业务

处室的34名学员进行了同样程度的培训。为了提高培

训的质量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在开学前宣布结业

考试的规定。我们规定学习班所学的所有课程，都必

须进行严格的卷面和上机两种考试，考试合格者发给

结业证，并将每个学员的考试成绩寄 回本单位，作为

干部考核的内容。②学习期间严格考勤制度。③整个

学习班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小组选一名组长，负

责抓本组学员纪律和学习。在采取这些措施后，学员

学习非常自觉，上午上四 小时课，下午上机，晚上还

自习。有的学员为了更 深一步地 领 会 课 堂所学的东

西，晚上上机到一、二点钟，有的凌晨四、五点钟就

起来上机。也正是因为我们采取了这些措施，才使学

员们学到了真功夫。通过学习，他们不但掌握了微机

的系统结构， 安装和调试， 熟悉了操作系统的命令

汉字输入方法和G CRS通用汉字报表系统，而且还能

用D BA SE 3 语言设计一些简单的程序。这个成绩的

取得，关键在于我们在培训中抓了质量。

四、计算机工作的前途在于软件的开发

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我们愈来愈感觉到一个

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应用软件的缺乏。给各地、市和

部分县配备了机器，这只是为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奠定

了物质基础，要使计算机真正得到充分利用，还必须

要有丰富的软件。计算机没有软件，就象 飞机没有汽

油、大炮没有炮 弹。我 们已 有 的G C R S汉字报表系

统，虽然能处理各种报表，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广

泛的财政业务的需要，而购买的 软件又不一定能适合

财政业务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 们自己开始

着手开发软件。

过去我们使用外单位 提供的一个用D BA SE 2 设

计的工资程序处理全厅的工资。在 使用中，我们发现

它修改工资库不方便，输出格式也不美观，而且结构的

改造也不灵活。于是我们 就准备用D B A SE 3 重新设

计了一个工资管理系统（PM S），经过两个多月时间

的设计和调试，终于完成了系统的 全部模块，并投入

运行。这个系统共有七个功能模块：①修改工资库；

②运算；③打印输出；④增加、删除记录；⑤查询；

⑥统计；⑦修改系统暗号、口 令。其中工资库的修改

是采用全屏幕编辑方式，可浏览整个数据库，字段可

任意选择，打印输出多达23个字段，输出的报表都是

全封闭的表格线。会计人员看到这准确、清晰、美观

的报表，感叹地说：计算机本领真大！这个系统运行

一年来，情况基本正常。我们准备进一步修改后，推

广到地、市一级。

1988年我们还为预算处 设计 了 一 个月 报处理系

统。这个系统也具有数据录入、修改、报表运算、报

表打印、增加和删除项目、查询等功能。经过运行，

我们发现本系统数据审核的速度比较慢，还有待于进

一步修改。

总结以前的工作，我们感到软件的开 发将使计算

机的应用更加广泛， 而 且 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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