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第 10 期，编辑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

联合就遗产税的开征问题举行了专家、学者座谈会并

撰写出《遗产税，离我们有多远》专访。对遗产税开

征的必要性，以及税制设计中应予考虑的问题等提出

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领导的

充分肯定。除此之外，1999 年，《中国税务》还就非

公有制经济与税收、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税务教育

改革、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重大题目组织了强有力的

专题宣传，做到了重点明确，热点集中。

（二）“经济瞭望”栏目精益求精，视角准、选题

新、高屋建瓴。“经济瞭望”栏目是《中国税务》为

广大读者了解国内外经济形势开启的一扇窗口。1999

年，该栏目共发表文章 15 篇，内容涉及国土资源配

置、知识经济、欧元体系、入世等一系列最新重大经

济问题，其中《再造一个中国》、《关于我国水资源的

短缺问题》等文还引起了我国高层决策者的关注。

（三）“中国税务·时代的跨越”专栏，展现税收

工作、税务人员的瑰丽风情。这是《中国税务》月刊

1999 年新推出的栏目。该专栏以《走进丝绸古道》

开篇，访延安、寻蜀道、到天涯、论荆楚、叙中原、

话云滇，全年发表文章 16 篇，通过对全国 10 余个

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税收风貌的剖析，使

当地的历史、风土、人情尽收眼底，回味无穷。

（四）做好税收政策宣传和咨询，为税务系统和

纳税人服务。1999 年，《中国税务》月刊的 “税务法

规公报”栏目，刊登最新税收政策法规 104 条，基本

涵盖了 1999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各种税

收政策法令。“钟税官热线”栏目，不仅解答了涉及

税收政策执行中的难点、热点问题读者来信70 余封，

还组织了《说说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有哪些权利和

义务？》两个讲座，系统地介绍了企业所得税有关业

务知识和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广大纳税人的热

烈欢迎。“业务之窗”、“经验交流”、“八面来风”等

栏目，是基层税务机关和广大一线税务干部学习业务

知识、交流工作经验、探讨征管办法的园地。“纳税

人舞台”、“奉献者之歌”、“法制经纬”、“研究与探

讨”、“国外税收简介”、“小资料”等栏目内容丰富多

彩，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质量也有了很大提

高。
（中国税务杂志社供稿，尚 力强、

蔡 宇、乔金美执笔）

财税信息系统建设

一、财政信息系统建设

1999 年 1 月，财政部计算中心与原国有资产管

理局信息中心合并，组建了新的财政部计算中心。遵

照部领导“为部机关服好务，为全系统服好务”的指

示精神，新领导班子认真总结过去的成绩和不足，结

合“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

风教育，统一认识，调整机构设置，积极创造条件，

充分发挥计算中心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

了应用开发、信息处理和应用服务的力量，突出体现

为部机关服务的意识；虚心听取各业务司局的意见和

建议，改进工作作风，增强与各司局的联系和交流，

切实解决各司局业务中的计算机应用问题，逐步使部

机关的信息化建设与财政改革及核心业务结合起来。

（一）部机关信息化建设全面展开。

1.部机关计算机局域网全面开通，初步实现部

机关计算机网络的集中管理。到 1999 年 12 月底，财

政部机关交换式虚拟网初步建成，部机关 19 个司局

近 700 台微机进入部机关局域网，开启了财政部部内

信息网站，并建立起基于 N O TES 平台的电子邮件及

办公自动化系统。还为办公厅、综合司、预算司、社

保司、经贸司、税制税则司、监督司、人事教育司等

司局在部内网中统一配置了服务器，既安全高效，又

便于集中管理。

2 .部内信息网站内容丰富，更新及时，很受各

司局干部的欢迎。信息网的主要内容有：每日财经、

经济分析、金融动态、地方经济、宏观统计、国企改

革、政策动态、研究报告、国家法规、港澳台新闻、

财经信息（英文）以及常用资料查询等，信息的更新

速度为20～40 万字/天。

3.积极配合国家财政改革，财政业务逐步纳入

计算机管理。计算中心集中力量开发出了《2000 年

中央部门预算编报及审核系统》，4 000套软件免费下

发到中央 160 多个部门，并举办了专门培训班，提供

技术支持，同时为财政部机关负责审核编制 2000 年

中央部门预算的九个司局建立了编报预算审核管理专

网。该软件界面简洁，操作实用、快捷，并具有数据

层层上报，报表汇总和综合查询等良好功能，保证了

2000 年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改革的顺利完成，得到了

财政部领导和预算司的肯定和好评。此外，计算中心

还开发了《政府财政总会计管理系统》、《预算外决算

报表及汇总系统》、《全国财会人员普查管理信息系

统》、（政府贷款管理系统）及基于 W EB 浏览器的信

息发布及查询系统等一系列专业管理软件，促进了财

政业务的计算机管理。

4 .按照信息产业部的统一部署，对部机关的计

算机网络及近 700 台微机先后进行了三次综合测试，

更新了部分老旧微机，排除了部分软件系统的 2000

年问题，经 1999 年 12 月 31 日午夜的监测，部机关

全部计算机系统顺利进入 2000 年。 为部机关举办了

9 期 W IN 98、M S IE 4.0、O U T LO O K 97 培训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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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0 人参加培训。

（二）推动全国财政信息化建设工作。

1.按照部领导的指示和《财政系统信息化 “九

五”规划》，“九五”的后两年要分期分批开通财政部

到各省（市）财政厅（局）的广域网。在试点的基础

上，1999 年底已有15 个省（市）开通了与部机关的

专线广域网（X .25 或帧中继）联接，14 个省（市）

实现了远程拨号联接。远程电子邮件系统也投入使

用，它显著地提高了部机关各司局与各省市信息交流

的速度。

2. 1999 年第三次全国财政系统信息化工作会议

在烟台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信息中心的职责，强

调财政信息化工作要牢固树立为财政服务的意识，支

持财政改革，贴近核心业务，丰富信息资源，搞好队

伍建设。对如何积极稳妥地建设财政系统广域网问

题，会议进行了重点讨论。

3.部计算中心对各省市财政系统近年来开发的

优秀软件进行了评测和推广工作，还为各地举办了专

用软件培训班。

（财政部计算中心供稿，徐 丰执笔）

二、税务信息系统建设

（一）积极做好税收征管计算机化的技术保障工

作。

1.积极投入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组织的 “中国税

收征管 信息 系统（C TA IS）”开发工 作。 为保证

C T A IS 开发工作的顺利实施，根据税收业务要求，

修订了征管业务规程，组织成立了 C TA IS 技术保障

组，制定了工作规范，配合税收征管工作做好技术保

障、软件质量把关、运行测试等工作。目前，已完成

了全国统一的 “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 TA IS）”

的软件设计、开发、评审、测试、试运行、验收等项

工作，并按计划进入推广阶段。

2.根据税收业务的变化情况和加强税务信息系

统标准化管理的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对 1996 年公布

的《税收业务分类代码》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

善。在广泛征求各地税务机关及总局各单位的意见的

基础上，于 1999 年初完成了《税收业务分类代码》

的修订工作，并作为部级标准正式公布，为各地税务

机关进一步规范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逐步实现税收业务和计算机应用的 “统一、规范”

和自上而下地理顺税收征管计算机应用工作起到了积

极作用。

3 .继续加强对各地计算机应用工作的指导。目

前各地在统一省级税收征管软件的基础上，以城市为

重点，在基层征收单位运行总局或省内统一开发的征

管计算机软件，并努力提高应用效果和应用水平。

4 .对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的 “电子报税和税款征

收无纸化”试点工作进行了验收，并在此基础上对全

国税务系统电子报税工作提出了若干规范性要求，以

规范和引导整个税务系统电子报税工作的开展。

5.精心组织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和日元贷款项目

实施工作。1999 年 9 月召开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设

备采购工作会议，完成了系统集成工作需求的编制、

系统进度计划和系统验收工作。对使用世界银行贷款

进行征管改革的 19 个试点城市进行了设备需求的最

终调查。现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设备采购合同已获批

准，软件开发评标结果已报世界银行；日元贷款项目

第二期设备采购已经完成，设备已陆续到货安装，以

充实征管一线。

6.全力以赴解决“计算机 2000 年问题”。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计算机 2000 年问问题的通知》

精神以及总局领导关于解决 “计算机 2000 年”问题

的具体要求，确定 1999 年 6 月底为税务系统解决

“计算机2000 年问题”的最后期限。为保证该项工作

按期保质的完成，1999 年 4 月开始对全国税务系统

的“计算机 2000 年问题”解决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并进行了有效的跟踪检查，确保税务系统各类计算

机、网络系统及各类应用软件安全过渡到 2000 年。

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二）积极稳妥地开展金税工程实施工作。

1.组织完成了金税工程第一批实施单位的网络

设备招标采购工作，并于 1999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了

金税工程网络建设第一批实施单位工作会议，介绍了

网络建设实施方案，通报了总局为各地购置的设备的

清单、实施计划、培训方案及验收办法。同时向各地

布置了金税工程中设备采购的有关工作，并提出了网

络建设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要求。为确保金税工程的顺

利实施，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抓

紧实施金税工程网络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在金税

工程建设实施中一定要加强组织管理，建立组织机

构，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积极配合，抓紧工作，确

保工程进度。金税二期工程首批“五省四市”的网络

建设工作也已完成。总局到“五省四市”共1 266个

区县以上国税机关的四级计算机网络已全部连通，并

通过了验收。

2.金税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国务院批准。

金税工程第一批实施单位的稽核系统设备招标采购工

作开始进行，并对稽核软件进行技术方面的审查，从

而使之与征管系统更加完善的结合。

3.进一步推广防伪税控系统。1999 年 5 月总局

在北京召开了防伪税控系统工作会议，对向 10 万元

版专用发票推广防伪税控系统工作作出了部署，此项

工作进展顺利。

4.全面推行加油机税控装置的使用，扩大推行

税控收款机试点。进行了税控装置使用情况调研及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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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制定工作，完成了《税控加油机鉴定大纲》的起草

工作，加油机税控装置的检测和初始化软件的开发工

作已经完成，正在向全国推广。

（三）完成国税总局机关加入国际互联网工程，

加强网络系统安全管理工作。

1. 1999 年是“政府上网年”。总局机关加入国际

互联网工程于 7 月份完成，并于 7 月 1 日正式公布了

总局站点。该站点公布了重要税收法规、税收工作重

要新闻、纳税辅导材料等，受到社会欢迎。截止到

1999 年底，总局站点访问流量已超过 5 万人次，向

访问者提供问题解答200 多人次。与此同时，为加强

国际互联网安全管理，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计算机信

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等要求，制定了《国家税

务总局机关国际互联网使用、保密管理办法》，对税

务系统加入互联网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见。

2.积极做好网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保障工作。

为加大税务系统计算机设备和网络安全管理力度，制

订和公布了有关制度，向全系统推荐了有关安全产

品。同时，对网络数据传输加密进行了调研，并进行

了方案设计. 对数据传输加密设备产品进行测试，建

立了计算机病毒的通报、预防体系。

（四）做好其他技术支持工作。

1.在全国税务系统推广应用《公文处理系统》。

1999 年共举办了三期推广应用培训班，开通了总局

到近 60 个省级税务机关的远程公文传输，扩大了

《信息采编系统》的使用范围。

2.继续做好出口退税专用税票认证系统的运行

工作。为保证出口退税专用税票、海关出口报关单等

信息的正常网上传递，组织完成了出口退税计算机管

理软件（网络版）的开发、培训推广应用，完成了全

国出口退税补充设备标书的编写、发标工作以及系统

软件购买合同的签字工作。

3.完成了“反避税信息系统软件”业务需求的

制定、软件的需求分析和总体设计。对“举报中心”

系统软件项目进一步完善，并撰写了该系统向全国推

广的报告。完成了“土地使用税税源管理系统与分析

软件”及“稽查查账软件”的立项工作。

4. 扩大 总局机关电子邮 件 系统 用户，更新

N O TES 系统地址。开通省级稽查局、教育培训部门

和施教机构电子邮件信箱，为利用该网络开展系统内

网上教学培训工作做好了准备，使总局机关各单位与

税务系统内有关单位的信息传递效率比以往大为提

高。
（国家税务总局供稿，李 薇、胡卓尔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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