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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稳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
      提升财政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19年7月财政部召开全国预算

管理一体化建设现场会议，选取西藏作

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的第一批试

点地区，这是财政部第一次把西藏作为

财政改革的试验田，充分体现了财政部

对西藏的关心厚爱和肯定信任。按期完

成一体化系统建设试点目标，完成财政

部交给西藏的任务，既是西藏推进财政

改革的重大挑战，也是西藏财政管理水

平实现更大提升的重大机遇。西藏自治

区财政厅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克服业

务人员匮乏、信息化能力较低、信息化

技术支撑力量薄弱、硬件条件落后等困

难，切实抓好试点工作落实，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围绕重点  紧抓落实

统一思想，加强组织保障。财政部

明确西藏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后，财政

厅第一时间向政府专题汇报，得到了政

府主要领导的支持。财政厅党组多次召

开专题会，明确将一体化改革作为全厅

财政改革的首要任务，成立了由郎福宽

书记、云丹厅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从

7位党组成员中安排4位专责推进改革

工作，并从各处室抽调业务骨干组成改

革专班。财政部每次召开一体化视频会

议，不管是否涉及本处业务，要求全厅

所有业务处室必须参会学习。财政厅在

部门和市县参加的财政业务会议上多次

强调，一体化改革是大势所趋，不上系

统将来就办不了业务，系统上得越早将

来问题就越少。各试点地区财政局也全

部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

日喀则市财政局局长全程参与业务梳

理，林周县组织所有县级领导和各部门

一把手参加改革动员和系统培训。

建立激励机制，调动改革积极性。

为调动改革积极性，财政厅将一体化改

革作为考验干部能力和担当的急难险重

任务，与个人评优和提拔直接挂钩，在

阶段性试点任务验收合格后，2020年年

初，16名专班人员全部评优，其中7名

同志得到提拔。此外，还建立了试点地

区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改革试点的市

县给予奖励。

坚持稳中求进，积极稳妥制定试

点方案。结合中央财政决策部署和西藏

特殊区情，将近期试点目标确定为采取

“新老并行、稳步切换”模式，将海南一

体化系统1.0版在西藏所有单位类型和

所有业务类型全面试通，为海南一体化

系统2.0版的全面推广统一思想和创造

条件。围绕上述目标，把试点工作细分

为6大步骤，严格按照2020年1月1日

使用新系统支付倒排时间表，同时，为

确保改革平稳过渡，按照“先立后破、

稳中求进”的原则，要求所有试点地区

和单位先使用新系统和老系统“双轨运

行”，建立系统建设应急预案，并在确保

业务安全后切换到新系统。

建立专班机制，实行脱产办公集中

攻坚。一体化改革是系统性工程，传统

的单个处室牵头、松散办公模式难以有

力推进。参照财政部模式，财政厅抽调

各处室、试点市县业务骨干30余名成立

改革专班，在制定实施方案、梳理海南

和西藏业务差异、确定一体化系统业务

流程和数据规范、组织系统培训等关键

环节，实行脱产集中办公。如去年9月

中下旬及国庆节期间，专班人员全体脱

产集中研究试点方案，做好前期准备；

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厅领导带领专

班赴海南脱产集中学习系统，确定试点

内容；11月下旬，专班脱产集中编制业

务规程和系统操作手册，并到试点市县

现场蹲点进行业务和技术指导。试点市

县和部门也比照成立改革专班，脱产办

公。如拉萨市和林周县组织各部门单位

在财政局集中完成试点各项数据录入工

作，日喀则市和桑珠孜区组织预算单位

集中编制2020年预算。

强化人员培训，提升改革执行能

力。改革执行的好坏，培训是关键。财

政厅采取“包干制”，由预算处、国库处

包干市县，先后牵头组织6期对试点市

县的培训；由各归口业务处包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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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区本级各部门开展培训并组织试

编2020年部门预算；由信息中心包干

系统运维团队，组织开展技术培训。试

点市县在财政厅统一培训的基础上，主

动加大培训力度。如拉萨市对117家市

本级预算单位和市财政局全体科室组

织开展8批培训，每批培训后趁热打铁

指导单位现场集中办公，此外，还梳理

出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针对管理基础

差的部门采取“加强版”培训和一对一

现场指导；日喀则市对18个县区财政

部门和市直108家预算单位组织开展培

训。林周县将所有县级领导和部门一把

手纳入培训范围。桑珠孜区先后对所有

区直预算单位开展4次培训工作。

健全保障机制，增强运维服务能

力。按照省级集中部署的要求，财政厅

统一部署全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并

做好信息安全、硬件配备、人员管理等

方面的保障。同时，建立了由财政厅、

本地运维公司、海南技术团队相互协助

的运维机制，通过微信群、远程在线、

现场驻点等方式，及时支持市县和部门

解决试点问题。试点市县也探索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充实本

地运维力量。如林周县由于地处偏远，

财政网络尚未覆盖到所有县直部门和乡

镇，试点过程中，未联网的单位到县财

政局统一操作、统一维护。

加强沟通协作，积极争取理解支

持。财政厅多次向财政部积极汇报，与

海南省财政厅、试点市县和单位、金融

机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解决试点过程

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如西藏县区基本没

有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主要依靠商业银

行代理国库业务，经财政厅反复协调，

农行指派专人在北京总行现场蹲点近50

天，圆满完成了系统支付模块的联调测

试工作。拉萨市财政局由各分管局领导

带队，分头赴市直部门进行试点宣传动

员，最终得到市直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的

认可和支持。日喀则市财政局针对一些

部门单位发出的为什么不在内地省份试

用成熟后再在西藏使用等抱怨，多次给

预算单位财务人员做工作，通过陪同加

班、实时解决困难等多种方式，逐步赢

得了各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经过努力，目前，西藏预算管理一

体化改革试点进展顺利，经财政部验收

合格，圆满完成了试点方案确定的各项

阶段性试点任务：一是从试点地区看，

试点市县全部正式上线新系统。拉萨市、

日喀则市等2个西藏支出规模最大的地

市，以及林周县、桑珠孜区等2个财政

管理业务较为复杂的典型县区，全部使

用海南预算管理一体化1.0版本系统编

制并执行2020年预算。此外，区本级在

所有部门全部运用新系统试编2020年预

算，并在执行中实际使用新系统下达转

移支付指标。二是从试点主体看，覆盖

了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

等西藏所有预算单位类型。三是从业务

流程看，横向覆盖了基础信息、项目库、

预算编制、指标管理、预算执行、总预

算会计等西藏财政管理业务的全流程管

理，纵向实现了区市县三级预算指标的

全部贯通。四是从风险控制看，试点地

区和单位财政业务全部平稳过渡。如截

至8月30日，拉萨市117家全部预算单

位通过一体化系统，共纳入项目2348个，

发生支付业务31845笔，没有发生一起

风险事件。五是从运维机制看，本地财

政、本地运维公司、海南技术团队相互

协助的运维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能够有

效支撑一体化系统建设运行。

除圆满完成上述试点任务外，试点

地区和单位对一体化改革的反馈，普遍

从最初的怀疑甚至抵触态度，变成了支

持和拥护。如拉萨市反映，一体化系统

上线运行后，预算编制要素、项目管理

和指标管理更加细化，审核步骤和“二上

二下”流程更加规范，对单位账户信息

掌握更加准确，资金支付从原来工作人

员跑银行的人工支付操作变成了“一键

式”操作，财政管理效率大大提高。日喀

则市反映，一体化系统上线运行后，实

现了资金的全流程监管，增加了资金使

用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减少了腐败风险，

同时，各种数据从系统中直接提取，不用

层层报送，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真正减

轻了基层负担。一些基层财政人员反映，

以前通过各种业务系统报数，经常要到

市里来对口径对账，远的要跑六七百多

公里、开车10几个小时，使用一体化系

统取数后，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西藏试点的实践证明，中央财政确

定的一体化改革思路，是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然要求，是

大势所趋，完全正确，也完全可行。西

藏试点的实践也证明，海南省财政厅通

过多年实践建立并根据中央改革思路完

善的一体化系统，成熟稳定、高效便捷，

在西藏可推广可复制。西藏试点的实践

还证明，一体化改革没有那么困难，只

要肯下决心、肯下功夫，即使是西藏这

样客观条件艰苦、管理基础薄弱的地

区，也能在短期内平稳实施改革。在中

央财政的正确决策、兄弟省市的无私帮

助和西藏的不懈努力下，西藏的一体化

改革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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