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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电子化管理CHINA STATE FINANCE

人民银行与财政、代理银行联网
及清算管理总体思路

到无法保存电子签名、系统保存期限短

以及制度间相互冲突等因素的制约，不

能有效地满足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

的需要。此外，人民银行国库的两大核

心系统——TIPS 和 TCBS（内部的全国

集中的会计核算系统）尚存在全国系统

业务中断的风险。因此，国库集中支付

电子化管理的建设，就是要从根本上解

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集中支付的安全

与高效并行。

一、项目总体方案

1. 为保证项目整体运行，TIPS 原有

接口标准保持不变，财政部门与人民银

行按照新制定的标准规范进行系统交

互，即刘昆副部长强调的“一个标准”。

再由人民银行国库转换成 TIPS 现行接

口标准，上传至 TCBS，以保证人民银

行 TIPS 和 TCBS 系统保持稳定，避免出

现全国性系统问题风险。

2. 财政部门、人民银行、代理银行

分别选择分级部署和集中部署方式。各

系统管理体制不同，不能要求所有步骤

同时进行，因此各自选择部署方式。原

则上，基于成本考虑，财政部门选择在

地市以上部署，如下级财政单位只有县

级，也可选择集中部署的方式，各地财

政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主要考虑县级

实施成本和运维力量。人民银行和代理

银行原则上在省级以上部署，以省为单

位，如个别代理银行有意愿，也可做全

国集中。

3. 财 政 部 门、人 民 银 行、代 理 银

行各自部署电子凭证库和电子印章服

务器。

4. 各自提供调用接口。在这一环节

上，地方与中央的做法不同 ：2009 年，

中央财政、人民银行与代理银行实现了

联网，当时系统采用了嵌入式，完全融

入到各自核心系统中，而地方则选择了

各自相对剥离的方式，即中央的点对点

方式类似于量身定做，用户感受更好、

效率更高，但不适用于全国推广，因为

财政系统相对不统一，如果改为嵌入

式，各地财政部门的支付系统都要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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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项目建设中也

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如双方管理体制

不同，财政是分级管理，而人民银行和

商业银行都是垂直管理机构，业务系统

已实现全国统一且基本采用全国集中的

模式，如果采用过去一一对应的方式，

双方系统都将面临较大的调整。再如人

民银行 TIPS（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

系统作为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的中转站，

需要同时处理收入业务和支付业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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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改造。选择相对剥离的方式，可以

做到在内部系统进行改造时，电子支付

安全控件基本保持不变，有利于后续系

统的管理，无论从管理角度还是推广效

率都有很大的提升。

5. 与财政联网的 TCBS 系统的备用

系统（TBS 系统）是分散的系统，此次改

革中将其与原有的核算系统进行了有效

衔接，以防范全国性的业务中断，确保

集中支付业务的连续运行。当全国性的

系统出现问题时，可以从电子支付安全

控件中导出原有系统格式的文件，通过

TBS 核算系统将全国业务拨付出去。

二、实拨业务

由于传统实拨业务还没有完全取

消，现在仍可通过支付电子化系统进

行办理。财政生成拨款凭证，经过一

系列内部审批流程，最终加盖各自的

电子印章并进行数字签名后通过加密

数字信封发送给人民银行国库，人民

银行端自动解密并验证电子印章和数

字签名，校验通过后写入电子凭证库。

否则，返回失败信息至财政端。人民银

行系统在客户端查询到该笔拨款凭证

并审核，查看要素是否齐全。如有要素

不齐全的情况，则退回财政。如审核无

误，则进行签收并进行后续处理。对审

核无误的拨款凭证，人民银行工作人

员通过客户端补录支付系统信息。人

民银行建立的现代化支付系统是银行

间清算的主要渠道。由于每个银行都

有各自的行号，只有在明确行号的情

况下才能进行清算。人民银行端对系

统进行人性化设计，通过模糊查询、自

动记忆等多种方式可以迅速找到行号

实施清算。由于财政端拨款凭证行号

与银行间规定的行号不同，首次操作

时，需通过模糊查询查找，输入过的行

号则会自动带入，不需补录。当补录

行号后，系统将凭证自动转换成 TIPS

格式，通过点击发送，上传至 TCBS 系

统，在会计核算系统中进行销号，最后

发送至收款账户。一旦形成支付报文

发送至每个收款账号，在 1-2 秒即可

到账。

之前，部分财政部门已与人民银

行进行联网，当时是直接通过 TIPS 方

式进行，由于各地电子化水平有限，有

些地方需财政部门将行号信息填齐，

这一做法给财政部门带来了不必要的

工作量，且由于银行间支付系统行号

时时变更，财政部门填报的行号也不

能保证准确性。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电

子化管理，系统效率大幅提升，人民

银行不再要求财政部门填写行号，当

会计核算系统核实正确，返回成功信

息，再通过 TIPS 系统返给电子凭证库，

方可将状态置为“已成功”。人民银行

国库再对回单进行签章，加盖转讫章，

发送回单给财政。在这一环节中，也

进行了一定提升 ：在之前未联网或部

分联网的状态下，财政不能明确得知

拨付款项是否到达收款人账户，只能

依赖人民银行通知。现在人民银行端

只有支付系统成功后才可返回信息至

TCBS 系统回执，确实已到账的才会返

回信息至电子凭证库。即只要收到回

单，从系统角度就可以确认资金已到

达收款人账户。

在应急处理方面，如果系统出现问

题，通过电子凭证库导出功能，以磁盘

形式将导出的原系统文件导入到 TBS 系

统，完成后续拨款流程，从而避免了全

国性的业务中断。

三、授权支付清算业务

财政部门生成授权支付清算额度

通知单，加盖电子印章，发至人民银行

国库，国库自动验章，校验通过后可签

收入库，该流程与拨款类似。但是，该

业务不涉及资金，审核无误的额度通知

单，系统将自动转换为 TIPS 所需格式，

通过 TCBS 系统自动实现交换处理，系

统内额度增加。

四、收入报表业务

对于收入业务而言，支付电子化管

理平台也可以发挥其功能，实现自动化

处理。人民银行端通过核心系统 TCBS

生成各级收入预算报表及库存表信息，

同样通过 TIPS 传送至人民银行端的电

子凭证库，在电子凭证库生成收入类报

表信息。人行国库部门在客户端查询到

各类报表并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加盖

印章，发送给同级财政部门，财政端可

进行落地打印并进行后续处理，实现了

收入业务电子化处理，日常财政收支业

务均可通过该平台处理。近年来大部分

财政部门实现了与人民银行间收入业务

的联网，涉及很多信息，如 TIPS 生成电

子税票信息流水等，在此次改革中均整

合进来，通过系统联网自动转发给财政。

五、人民银行与代理银行间

建设方案

人民银行与代理银行间联网以实现

电子清算为目标。从制度设计上对清算

的实效性要求较高，必须确保清算正常

进行，确保实现“先支付，后清算”，保

障财政业务正常支付。因为银行间大额

支付系统下午五点关闭，制度规定代理

银行必须在下午三点半或四点向人民银

行发起清算，留给人民银行的时间只有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即使人民银行

灾备系统建设完成，一旦发生问题，灾

备系统的切换时间也超出了业务处理的

正常范围，因此必须保证系统的稳定运

行。目前，为保障业务稳定运行，采用

双轨制，商业银行通过 TIPS 上传清算文

件，同时电子凭证库通道也在传输。在

商业银行两条线均运行良好的情况下，

待条件成熟将过渡为单轨制，即电子凭

证库通道办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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