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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财政大数据建设的建议
李端阳

近年来，技术变革深深影响着社

会运行方式，也影响着政府治理方

式的转变。发展财政大数据，积极开

展财政大数据应用，既是财政改革的

诉求，也是促进财政事业发展的应有 

之义。

财政大数据的实践运用

财政数据是各级政府重要的基础

性数据，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方面面。财政部门对大数据的

建设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财政大数

据应用。如湖北省襄阳市财政局为推

进政府数据全面整合、有效共享，运

用大数据有效提升财税管理水平，联

合市政务信息中心、市税务局等部门，

协同开发建设了“襄阳市大数据财源

建设信息管理系统”，采集了市发改

委、经信委、统计局等43个部门的

160余项政务数据，为政务大数据交

换中心积攒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形成

了全市的“钻石矿”。

根据《襄阳市大数据财源建设信

息管理系统建设方案》，平台建设内

容包括主题数据库、综合治税应用子

系统、财源建设应用子系统三大模块。

目前，平台年信息汇集量已达300万

条。通过平台实时掌握财源的变化情

况，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对财源

构成及变化进行分析研判。对主要行

业和重点企业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

进行分析，为政府支持政策、精准调

控等提供决策依据。同时，还在财源

信息平台增设了“协税护税大数据平

台”，列入《襄阳市大数据发展行动计

划（2017—2020）》。利用襄阳市政务

信息中心数据互联互通的优势，建立

了与工商、国土资源、交通、水利、住

建等部门的协作税收监控机制，对新

投产的项目、新登记的企业纳税情况

进行追踪管理和信息反馈，形成涉税、

征税、护税的良性循环。大数据综合

治税应用系统已于2018年11月上线

试运行。试运行期间重点测试了数据

价值挖掘和功能运用，发现税收风险

疑点数据合计2000余条，经税务部门

初步核查，已查补入库税款599.76万

元。大数据综合治税应用系统的价值

初步显现。目前财源信息平台已汇总

了全市207家决算单位的实时数据，

将全市560家重点企业纳入企业信息

月度快报系统，每月对企业经济效益

进行统计快报分析。通过月度分析加

强了税源监控，强化了税源事先预测

和事中横向评估。

大数据在财政领域的应用价值及

方向

（一）助力财政改革与管理。近年

来，随着财税改革难度逐步加大，以

往单一的制度性改革已逐渐难以满足

财政改革的持续深入，大数据技术的

出现为财政改革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

力量，从而为突破财政改革中的难点

与痛点提供支持。大数据技术可以为

财政中期规划提供数据支撑，提高规

划的科学性；提高财税业务人员的执

行效能，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实施，

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提供经济形势分

析依据。

（二）为财政资金保驾护航。大数

据是实现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

工具，大数据技术能够帮助建立预算

编制、预算执行和决算的动态监控和

反馈机制，有助于发现财政资金使用

过程中的规律和异常，提高预算管理

和科学决策水平；有利于控制部门预

算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支

撑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的精细化和科

学性，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在预

算编制环节采用数据预测功能，搜集、

整合、分析数据，从而提高预算编制

的准确性。在预算执行环节采用大数

据技术对预算执行进行实时监控，并

依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实时动态追踪

及调整。在预算绩效评价环节，采用

数据挖掘技术发掘出数据最大价值，

提高绩效评价的准确度及有效性。

（三）保障财政可持续发展。从财

政长期可持续发展对政府决策的支撑

要求角度出发，大数据为实行中期预

算规划管理、政策制定、产业经济发

展等决策提供量化基础。从以前的靠

经验决策转变到用数据说话、数据决

策，可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保

障财政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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