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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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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部门在全市范围内使用电子票

据，社保卡办理、公租房管理也在全

面范围内启用电子票据，52家市属

高校中有21家完成了电子票据改革。

四是基层财政电子票据推广取

得积极进展。全部区县均已启动了电

子票据改革工作，大部分区县在部分

单位上线了电子票据，部分区县实现

了电子票据全覆盖，如大足区和秀山

县，已将电子票据应用到村组。

“四个加强”积极推进财政电子票

据改革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形成

“敢打肯干”的良好局面。一是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

学习财政部关于电子票据改革的要求部署，研究电子票

据推广的方向、策略，明确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2020

年召开了5次专题会议，系统学习财政部关于电子票据改

革工作的最新要求，分析研究重庆电子票据改革中的难

点痛点问题，部署近期推进电子票据改革的方式方法及

进度安排等。二是组织学习考察组，赴黑龙江、四川等省

市学习电子票据推广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三是加强

实地调研，及时掌握用票单位改革需求。在单位电子票据

上线前、上线时、上线后各进行一次现场调研，第一时间

掌握用票单位的准备情况、技术需求、问题反馈。

（二）加强沟通，积极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有利

局面。一是组织协调会议，向各部门介绍电子票据改革的

重要意义，如多次邀请市教委、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共同

研讨部署电子票据改革工作。二是组织联合调研，深入了

解下属用票单位的改革需求，如与市教委共同开展教育

系统电子票据改革专题调研，与卫健委共同开展医疗机

构电子票据改革调研。三是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开展营商

环境建设，如协助市高院、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全面推进

营商环境建设，推动电子票据改革。通过沟通交流，各部

门对电子票据改革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推广速度逐步

加快。

（三）加强宣传，打消疑虑，形成“能用肯用”的积极

局面。一是加强试点单位宣传力度，引导用票单位实地考

察学习，通过试点单位的示范效应，鼓励用票单位接受、

使用电子票据。二是利用发放票据、核销票据的机会，从

节约成本、提升管理、方便高效等方面，面对面向用票单

位宣传电子票据的社会效益。三是算好经济账，通过电子

票据与纸质票据的使用成本、保管成本、丢失责任等方面

进行对比，打消用票单位关于改革成本的疑虑。

（四）加强保障，创新策略，形成“上下联动”的活跃

局面。一是转变角色，变督促指导为协助服务，安排专人

加入电子票据改革单位的系统调试微信群，实时掌握单

位进度和需求，及时回答单位问题。二是转变角度，变定

期报告为问卷调查，取消定期报告制度，改为不定期的问

卷调查，通过微信小程序按需设置问题、在线填报、在线

汇总，减轻基层单位负担。三是大胆创新，探索区块链电

子票据应用，按照“源头上链、授权使用、可信流转、智

能监管”的建设思路和业务管理模式，搭建了区块链基础

软件平台，并以重庆市人民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为试点单位，上线了区块链医疗电子票据。目前，

已开具了13万份区块链医疗电子票据。

通过“四个加强”，财政内部充分挖潜、增加动力，主

管部门积极协助、步调一致，用票单位消除顾虑、主动推

进，重庆市电子票据改革逐步提速，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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