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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紧扣任务  主动作为
      扎实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严格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认真落实《财政部

关于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紧扣任务，主动作为，扎实推进海南省财政电子票据

管理改革工作。

2018年11月，正式启动海南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

革工作，2019年1月31日，实现了海南省相关财政票据

数据信息按规定共享。2019年3月正式上线，2020年6月

3日实现了全省20个市县全部上线财政电子票据。截至

2020年6月30日，全省已有1468家单位上线财政电子票

据，单位覆盖率在90%以上，包括省直属学校（高校、初

高中、幼儿园）、医院、法院、检察院、交警、公安等多个

领域。共开具财政电子票据323万张，累计票据金额69.2

亿元。 

加强改革工作领导，确保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精准

实施

（一）建立健全组织，制定方案，明确任务。2018年

11月以来，为确保海南省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顺利实

施，省财政厅成立了由分管副厅长直接领导，省票据中

心、科技服务中心、财政系统开发人员组成的专项领导小

组，根据海南省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海南省财政电子票

据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和《海南省财政厅等关于加快推进

海南省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的通知》。全省各

市、县统一安排部署，与省级同步进行财政电子票据改革

工作。采取全省大集中部署安装，市、县（区）财政部门

以及用票单位根据自身需要完成个性化的二次扩展。切

实做到层层落实责任，责任落实到人，明确了改革时间节

点，工作任务路线图和实施保障措施。

（二）加强沟通协调，严把财政票据改革方案关口。

首先，各市、县和三甲以上医院电子票据改革方案出台

前，省财政厅要对方案进行调研把关。对照各单位的实际

情况进行审查，严把财政票据改革方案合理性、合法性。

先后30次对全省各市县财政票据改革方案进行调研审

查，更改不合理方案11份。其次，对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进

展慢的进行现场督促检查。先后8次对进展较慢的五个市

县财政局进行督促检查，并现场召开会议，解决财政电子

票据改革工作存在问题，确保了各市县按时间节点完成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上线，率先在全国完成全省所有

市县都上线财政电子票据。

（三）分片区召开市、县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

座谈会。在海口、儋州、万宁分别召开了海口地区、中西

部、东部地区加快推进市县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

座谈会，通报了全省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进度，万宁财政局

介绍了试点改革经验，博思公司讲解了财政端和单位端

建设内容，并对特殊领域电子票据改革工作进行讨论，为

财政电子票据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四）编写财政电子票据改革文件资料，规范财政电

子票据管理。2019年2月，结合海南省财政电子票据改革

工作实际，着手《海南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办法》和《海

南省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并通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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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会、调研专题会议文件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广泛听取各

市县财政局、省直各相关单位以及相关行业专家的意见，

通过年度票据工作会议和培训对两个办法进行修改。在

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后，6月颁布了《海南省财政电子票据

管理办法》和《海南省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办法》，为各

财政执收单位提供了财政电子票据管理依据，进一步规

范了财政电子票据使用管理，做到了财政电子票据管理

工作有法可依。

全面梳理信息，摸清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底数

（一）深入市县和省直单位调研，确定财政电子票据

管理改革思路。为全面梳理各用票单位对财政票据使用

管理信息，根据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要求，结合海

南实际情况，省财政厅历时2个月，深入全省20个市县部

分幼儿园、高中、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交警大队、自

来水公司以及不动产中心等对财政票据管理改革工作进

行调研，分行业分片区进行座谈，了解各单位新非税系统

使用情况、网络情况、人员信息技术水平以及票据管理水

平。通过与各市县（区）财政分管局长、票据中心、信息中

心现场座谈，理清了海南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

思路，了解各地改革需求，为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二）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制定电子票据改革实施方

案。先后6次召开非税、信息、办公室、采购、国库等部门

参加的协调会，细化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各部门所需

要做的工作，拉条挂账，指定专人负责，每周五实施周报

制度，及时掌握改革进展，并定期向财政部汇报电子票据

改革情况，确保任务按时间节点完成。特别是信息中心和

非税部门与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密切相关，及时督促

完成相关系统改造工作，并根据各部门情况，研究制定海

南省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实施方案。

开展试点探索，充分发挥试点引领作用

（一）遴选票种，解决民生所急。在财政电子票据试点

票种的选择上，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总体原则，并

兼顾统筹考虑民生领域的急迫需求，选择了行政事业单位

往来资金结算票据、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票据和医疗门

诊收费票据优先上线，为保障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部

分中大病医疗附加扣除的顺利实施夯实了基础。在上线

准备阶段，充分考虑到用票单位的票据社会化运用机制

和跨省报销等方面的情况，6次组织专家团队与医院、学

校以及其他用票单位就票据的使用场景进行沟通，结合

用票单位现有的财务流程及信息化程度，确定了用票单

位的电子票据建设方案，解决民生领域的电子票据问题。

（二）精心挑选试点单位，分批分步骤推动改革持续

覆盖。根据“业务需求、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结

合全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调研情况，反复沟通

协调，确定分批分步骤逐步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工作。分别选取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三沙市人民医院、万

宁市作为试点单位，正式启动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试

点工作。确定试点单位上线时间、上线票种，确保试点工

作按时间节点完成。各试点单位分别于2019年3月21日

开出第一张财政电子票据，确保了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

统按照财政部的时间节点上线；力争到2020年底前，完

成省本级、市、县所有票据使用单位的全部票据种类的财

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

（三）市县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万

宁市作为第一个市县级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试点单位，

省财政厅派专人协调电子票据改革工作，先后4次听取

有关改革实施方案的汇报及现场解决存在问题，对改革

成果跟踪问效。万宁市接到试点任务后，成立专门领导小

组，统筹协调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积极开展调

研，摸清全市执收单位票据管理情况，先后6次召开执收

单位、软件公司、财政厅协调会议，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确保实施方案能全面贯彻落实。按要求分别选取省人民

医院和万宁市人民医院作为省级医院和市县级医院试点

单位。2019年9月，海南省人民医院正式上线医疗收费电

子票据；2020年7月，万宁市人民医院全面上线医疗收

费电子票据，充分发挥了人民医院在医疗系统的龙头示

范作用，为各级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改革树立了标杆。

（四）及时全面推广改革试点的改革成果。2019年9

月2日，在万宁市召开第一批上线的8个市县单位座谈会，

深入交流了财政电子票据改革经验，实地观摩了万宁市

财政电子票据系统运行情况，充分发挥试点单位对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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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票据改革的示范、引领作用。

抓紧抓好宣传培训，充分提高财政电子票据公众认知度

（一）利用微信、网站、电视、报刊等媒体对财政电子

票据改革工作进行宣传。把精心编写的《海南省财政电子

票据“一问一答”》《海南省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宣传手册》

等放至海南省财政厅内外网上，让社会公众认识电子票

据、接受电子票据、使用电子票据。还定期在财政部网站

上发布海南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新闻动态，让更多

的人充分了解财政电子票据，消除误解。海南省电视台、

海南日报、南海网等媒体对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进行

专门报道，从而提高了群众对财政电子票据的认知度。

（二）强化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分级分类培训，效

果明显。首先，组织各市县财政局票据管理人员进行财政

电子票据管理系统财政端操作流程进行培训，使其熟练

掌握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的操作，熟悉系统发放电子

票据、审批电子票据、核销电子票据工作的具体操作。其

次，组织省直执收单位对单位端操作流程进行培训，重点

讲解申领财政电子票据、开具财政电子票据、核销电子票

据以及财政电子票据冲红等具体操作流程，让大家熟悉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的应用。

责任编辑  刘永恒

重庆：稳步推进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作为财政电子票据改革首批试点省市，在财

政部财政票据监管中心的指导下，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

织领导、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推进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

财政电子票据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重庆市于2018年8月启动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

为确保改革工作顺利开展，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市财政票据管理实际情况，制定了《重庆市财政电子票

据管理改革实施方案》，确定重庆市社会保障卡中心、四

川美术学院、大足区财政局等单位为先行试点单位。2019

年7月，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关

于全面推行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后，重庆

市又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足区人民医院纳

入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改革试点单位。2018年12月，四川

美术学院开出了全市第一张电子票据，2019年7月大足

区人民医院开出全市第一张医疗收费电子票据。

2020年上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重庆的

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受到影响。但是在试点单位良好

示范效应下，全市的推进工作并未停滞，财政电子票据覆

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一是票据种类实现了电子票据全覆盖，将非税收入

票据、医疗收费票据、资金往来票据、社团票据、捐赠票

据等全部财政票据纳入电子票据范围，并在部分单位进

行试点。

二是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19家市级医疗机构全部启动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改革

工作，其中14家医疗机构已上线使用了医疗收费电子票

据；38个区县也已全部启动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改革工作，

其中 20个区县的111家医疗机构已上线医疗收费电子票

据，4个区县的乡镇医疗机构启用医疗收费电子票据。

三是电子票据推广取得面上突破。法院、规划和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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