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财政大数据建设进一步完善的对策

建议

（一）加强和完善财政信息管理。

一是树立财政大数据管理理念。虽然

大数据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对

于财政领域来说仍然是个较为新鲜的

事物，财政工作人员对于大数据认识

还不够充分，海量的数据无法发挥出

真正的价值。因此，需要在思想、工

作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和转

换，加强相关培训。二是建立财政大

数据标准体系框架。首先，明确财政

数据需求，强化数据指标的可量化以

及可行性，增强数据绩效性评价。其

次，明确财政数据归口，确保数据的

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财政数据

标准体系，确定哪些数据纳入数据管

理范畴，并确定管理的标准条件。最

后，完成发布、实施、检查、监督、修

订、评估等管理工作，并在实际实施

过程中根据需求的变化以及技术的发

展等因素，及时纠正和处理标准应用

是否规范、是否需要对大数据标准体

系进行优化等。

（二）加强财政大数据中心平台建

设。财政大数据建设中平台建设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建议依据财政内外部

数据，编制数据资源目录，建立以数

据融合、数据开放、数据共享、数据监

控等为核心的综合性大数据共享云平

台。一是跨部门融合协同，探索实现

财政、税务、人社、银行等相关部门

信息资源数据的整合共享，在此基础

上建立长效数据采集及利用机制。二

是跨层级整合共享，在标准及权限许

可范围内，实现部门内部各科室之间、

财政部门与服务对象之间、财政部门

的上下层级之间、财政已搭建的各种

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联通，从而更好

建言献策

地为财政发展服务。

（三）进一步加大数据公开及监督

力度。建议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公开

数据质量，强化财政监督。一方面，引

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进行财政信息

公开，形成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数据

记录方式，同时由于区块链具有隐私

性、透明性等优点，可减少人为因素

等对数据产生的影响，有效提升公开

数据质量。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共

享云平台，创新信息公开机制，满足

个性化、定制化信息需求，同时可按

实际需求提供动态、随时可调用的信

息服务。除此之外，要强化第三方监

督，不仅要在财政内部实行内部监督，

更要强化外部监督，促使民众参与到

财政监督中来，同时接受监督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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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财政系统

228人在市财政局办公楼前举行升国旗祝福祖国仪式

暨市财政局政治生日活动，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

年。升国旗仪式之后，举办了政治生日活动。10月过

政治生日的13名党员共同重温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进一步提升了财政系统全体党员的光荣感、责任感与

使命感。随后，局党组书记、局长姚俊杰同志等党组成

员为包头市财政系统首届职工趣味运动会的获奖集体

颁奖。在全体人员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和“祖国

万岁”的祝福声中，全部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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