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国务院、国家税务局有关税收工作的重要

部署，刊登税收法规和法律解释，交流税收

工作经验，传播税收知识，介绍国外税收情

况，研讨税收理论和实践问题，表扬税务人

员和纳税人中的好人好事，反映纳税人及各

界人士对税收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税

务》设有税务法规公报、法规浅释、征收与

管理、队伍建设、国外税收简介等栏目。读

者对象主要是各级税务干部，国营企业、集

体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

户，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财经

院校师生和财经理论工作者。

1991 年《中国税务报》创刊以后，根据

报刊的分工，为了突出刊物的特点，《中国税

务》月刊在稿件的安排和栏目的设置上作了

适当调整：

（一）及时地全文刊登税收法规文件。

1991 年《中国税务》1至 12 期共刊登各类税

收法规文件近百件，组织发表法规浅释、政

策解答多篇。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法规，还配

发了社论、评论等。

（二）调整栏目，进一步增强税收宣传的

广度和深度。1991 年，《中国税务》增设了

法规浅释、税工纵横谈、自学之友、纳税人

话税收、纳税指南、纳税人风采、经营管

理、边陲税所等栏目，增加了面向纳税人的

宣传内容，这方面的稿件已占到全部稿件的

40% 左右。

（三）扩大了地方专栏的版面。在地方专

栏中，先后刊登了九个省、自治区和计划单

列市税务局大力组织收入、加强征收管理和

搞好队伍建设的经验。1991 年，还把“税工

园地”这个栏目改为“文苑”副刊，活跃了刊物

版面，增强了刊物的可读性。

（四）增加了编辑部的言论性文章和通讯

报道。除了重大政策调整外，凡刊登带有指

导性的重要文章，都加“编者的话”、“编后”等

短文。

《中国税务》的内容经过以上调整以后，

更加贴近基层，更加贴近税务工作实际，受

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国家税 务局税 务报刊杂志社供稿，赵锡

彬、尚 力强执 笔）

财政税务信息

系统建设

一、全国财税信息系统发展概况

（一）成立财政部计算中心，开展部机关

计算机应用。

为了开展财税系统的计算机应用，1979

年初财政部开始筹建财政部计算中心，随后

同日本日立公司签订了购买 M —150 型计算

机系统的合同。1980 年 8 月财政部计算中心

正式成立后，首先是改造日立M —150 计算

机系统所带的日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以国

家颁布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

集》规定的编码和字形，替代了日立系统的

汉字编码和字形，继而对其汉字键盘进行了

改造。随后，又开发了表格描述语言及面向

汉字信息处理的程序语言，加强了汉字信息

处理系统的功能，提高编程效率一倍以上。

改造后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在以后的汉字报

表处理、第三次人口普查汉字报表印刷及第

二步利改税方案测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并在 1987 年获财政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1983 年，利用M —150 计算机系统重点

进行了第二步利改税方案测算工作。从 9 月

开始，进行了 12 省、市第二步利改税方案测

算试点，对 1982 年的 15 000 户企业的财税

数据及汉字进行了录入、检查和多种方案测

算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从 1984 年 3 月至

7 月，进行了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出台前的全

面普查和测算工作，由 12 个省、市扩大到全

国，由 15 000 户扩大到 8 万户，数据量为

3 000 万字符和70 万汉字，总共测算了工业

企业 26 个改革方案、商业企业 13 个改革方

案和 8 个调整税率的方案，打印总计 100多

种报表格式，56 000 页，这在短期内用人工

计算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利用计算机测算为

领导机关决定于 1984 年第4 季度国营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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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第二步利改税方案正式出台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第二步利改税方案测算是应用电子计

算机为财政业务重大决策服务的一次重要实

践。这项工作在 1987 年 2 月通过部级专家鉴

定。专家认为，“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直接

为经济体制改革重大决策服务，在国内居领

先地位”。1987 年 2 月财政部授予“第二步利

改税的方案设计和计算机测算”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

财税系统微型计算机应用起步较晚，为

使各级财税部门经微机处理后的大量报表以

统一的格式上报和避免各地重复开发，1984

年 8 月财政部计算中心同有关技术部门合

作，统一组织开发了 G C R S 通用汉字报表系

统。在全国财税部门推广，取得较好效果。

该软件获 1986 年北京地区优秀软件评选二等

奖。

（二）全国财税信息系统的建设。

1985 年 12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我

国建立全国财税信息系统。这个系统是国务

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确定的 12 个全

国性信息和业务系统之一，它包含财政、税

务、国有资产管理三个信息系统。这三个部

分既是相互紧密相连的统一的，又是各自相

对独立的信息系统。全国财税信息系统是一

个四级（中央、省、市、县）计算机网络系

统。它将为领导机关制定财税法规，编制财

税计划，预测财政收支，保障国家财政综合

平衡、管理国有资产等提供信息服务，为各

级财、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先进的信

息管理手段，为各经济部门和企业提供财税

信息服务。

几年来，经过精心设计，精心实施，全

国财税信息系统已初具规模，到 1991 年底，

全国已有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财政厅局建立了财税（财政）信息（计

算）中心；全国财税部门已配置了 36 套中、

小型计算机系统，微型机装机量达 16 000 多

台（财、税各8 000多台）；全国财政系统的

计算机管理、应用、操作人员已达 5 500多

人。同时，还重视计算机的应用，组织力量

狠抓软件开发、推广应用和培训工作。

在微型机应用工作中，财政部计算中心

组织开发了《C R PG 汉字报表通用软件》、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软件》等，同有关业务部

门合作联合开发了《税票处理系统》、《税务

会统票处理系统》、《税务征收管理系统》、

《预算管理系统》、《财税条法数据库》、《文教

行政财务法规数据库》等。除统一组织开发

推广的外，各级财税部门各自开发了各具特

点的应用软件达250多种。

在中小型机上的应用开发方面，各级财

税信息（计算）中心近几年取得的成果和阶

段性成果有20多项。其中重庆市财税信息中

心在优利（U N ISY S）A 6F 机上开发的《文

教行政财务信息系统》和辽宁省财税信息中

心开发的《激光打印机报表自动生成处理系

统》通过了财政部鉴定。

近来各级财税系统的计算机应用，正向

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从报表的制作、日

常事务处理向对财税数据的统计分析、预测

和政策评价，为宏观决策服务的更深层次应

用发展。财政部综合计划司承担的《国民经

济分配政策的决策研究》，1990 年 5 月已通

过了国家科委组织的鉴定；福建省财税信息

中心建立的财政收支预测模型，也取得了较

好的结果。

在 通 讯 方 面， 在 优 利 A 6 机 和

IBM A S / 400计算机上进行的 X .25远程数

据通讯试验成功，为建立计算机网络系统打

下了基础。

经过 12 年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果。在

“八五”期间，要初步完成财政部计算中心的

扩建工程，进行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国家

国有资产管理局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完成

十几个省（市）级财税信息中心的建设；完

成约几十个重点城市财税信息站的建设；在

部、省、市级的计算机上开发一批应用效果

好、推广价值高、容易移植的财税业务信息

管理软件；扩大微机应用范围提高应用水

平；试验和开通部（局）到省（市）的计算

机数据通信网，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完成

省（市）到市（区）的计算机数据通信网。

二、1991 年全国财税信息系统工作

在全国财税信息系统建设方面：一是在

全面总结前三批进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

定了江西省、安徽省、武汉市财政厅局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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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进机单位草签了进机合同。二是加强了

中小型计算机课题开发的管理，完成了重庆

市、辽宁省财税信息中心在 A 6 机上开发的

两个软件的部级技术鉴定和验收工作；完成

了上海市财税信息中心开发的三个课题的验

收，加强了对进口中小型计算机省（市）课

题开发的管理与指导；在 A 6 和 A S / 400 机

上安排了相应的开发课题。三是组织和举办

了M C P 操作系统、D M SⅡ数据库、LIN C

语言、X .25网络通信、激光打印机、电源等

技术培训班，以及 12 期微机硬件、软件培训

班，较好地支持了省、市计算机应用工作的

开展，保证了设备的安全、正常运行和软件

的应用推广。四是完成了山东省、山西省财

税信息中心两台 A 6FS 中型计算机系统安

装、验收和保修工作；完成了河北省、宁波

市财税信息中心两台 A S / 400中小型计算机

系统的安装考机和验收工作；进行了对前三

批进机省市的技术支持和设备维修工作。

在微机推广应用工作方面：继 1990 年全

国财税信息系统微机软件评测之后，在更多

省市完善、推广了 C R PG 汉字报表和Y S 预

算管理软件，举办了 9 期微机推广应用培训

班。

在计算机软、硬件课题开发工作方面：

完成了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管理系统的系

统分析、系统设计和系统配置；完成了财政

部财税改革司测算任务；建成了文教财务法

规数据库；进行了预算科目编码的制定；完

善了预算事务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工资管

理系统和综合法规数据库；改进了微机远程

通信程序；完成了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办公室的微机《汽车管理》软件的开发，等

等。

（财政部计算中心供稿，张玉生、陈必陶

执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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