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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聚焦民生  聚力发展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取得新成效
北京市财政局

按照财政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北京市

财政局秉持新发展理念，出台新服务举措，对标对表高质

量发展要求，运用互联网、移动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稳

步提升财政票据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动财政电子票

据管理改革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依托信息化手段，切实提升财政票据管理水平

北京市作为全国财政电子票据改革首批试点省市，

市财政局成立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试点推进工作专班，本

着“统筹兼顾，强化监管；遵循标准，统一规划；试点先行，

分步实施”的原则，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并印发了一系

列改革文件，聚力增效，取得较好效果。

（一）教育系统先行先试，不断深化财政电子票据改革

工作专班结合实际，选择了代表性强、应用量大的

非税收入专用票据、教育垫付类票据作为试点票据类型；

选取用户群体集中、信息化程度高的教育行业作为试点

行业。在市级选择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教

育考试院3家单位开展试点应用；在区级分别选择通州

区、昌平区、海淀区的3家幼儿园进行电子票据试点。市

区两级联动，通过试点，采用不同方式、方法成功开具电

子票据，为电子票据在全市推广积累经验，为电子票据改

革提供支撑。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市区两级财政部门先后在道

路停车收费、医疗收费、教育收费、考试网上报名收费、

公安收费、交通罚没收入、交管收费、公益捐赠、社团会

费等多个领域启动了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截至2020

年7月31日，全市共有796家单位实现电子票据改革，共

计开具财政电子票据3192.2万张，其中非税类电子票据

3090万张，医疗收费电子票据77万张，教育垫付电子票

据21.9万张，公益捐赠电子票据1.6万张，社团会费电子

票据1万张，资金往来电子票据0.7万张。开具金额95.73

亿元，其中市级15.36亿元，区级80.37亿元。

北京市财政电子票据应用初具规模，种类覆盖较为

全面，标志着信息网络技术在财政票据监管中发挥日益

重要作用，信息管理贯穿于财政票据监督管理始终，逐步

形成完整的财政电子票据信息链条，全市新型财政票据

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二）进一步落实“一站式”服务，积极参与“指尖   

行动”

一是对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与财

政部全国统一查验平台对接，实现与财政部查验网站联

动，进一步落实“一站式”服务，方便社会公众查验电子

票据，为全国财政电子票据互联互通做好准备工作。

二是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为做好公共服务“一网通

办”“指尖行动”的相关工作，在“北京通”APP上增加财

政票据管理模块，在移动智能终端上实现财政电子票据

查验、财政票据式样查询和全市办票地点展示。财政票据

接入“北京通”，极大地方便了社会公众查验和办理财政

票据。

积极推进道路停车收费电子票据改革，让政府民生工

程落到实处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停车秩序，2019年市交通委、市

财政局等部门分3个时间节点推进各区道路停车收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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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收费改革工作，加强道路停车收费全过程管理，充分利

用信息化技术提升非税收入收缴水平，以停车电子收费

作为非税收入执收手段，以财政电子票据为收费凭证，以

票控费，现场议价、乱收费现象基本杜绝，停车秩序日趋

规范，非税收入大幅增长，具体成效如下：

（一）开源节流，非税收入大幅提升。北京市17个区

574条道路，6.1万个车位，电子收费累计服务车次3698.3

万车次，服务车辆数483.6万辆。道路停车收费应缴金额

2.4亿元，实缴金额1.91亿元，实缴率为79.2%（满30天实

缴率为82.1%），收费收入较2018年同期收入增长约2.98

倍，收入全部上缴区级财政，累计开具财政电子票据1142

万张（占全市非税票据开具量的92%），预计2020年全市

道路停车电子收费应缴金额约3.6亿元，开具财政电子票

据2400万张，有效降低了财政纸质票据印制成本，把节

省下来的财政资金用到惠民利民工程的刀刃上。

（二）便民利民，停车缴费更加方便。道路停车主要

使用“北京交通”APP缴费，收费科学，缴费便捷。为方

便停车人缴费，系统支持线上、线下多种支付方式。线上

可通过“北京交通”APP，使用微信、支付宝、ETC、一网

通、云闪付5种支付方式，还可通过微信、支付宝城市服

务，“北京交通”微信公众号缴纳停车费。线下实现了工

商银行（555个）、招商银行（99个）、农业银行（336个）全

部990个网点现金缴费服务。缴费成功后，财政电子票据

实时开具，及时送达，缴款人收取、存储、查验都很方便，

得到了社会公众的一致好评。

（三） 加强宣传，停车秩序日趋规范。通过纸媒、广

播、新媒体，告知单等多种途径加强电子收费、电子票据

的宣传，并设立新版黄色电子收费公告牌，收费标准和依

据公开透明，收费系统和票据系统运行稳定，道路停车秩

序总体良好。收费采取“人款分离”的机制，停车管理员

专注秩序引导，电子计时计费准确公正，避免了人工收费

可能产生的乱收费、乱开票、乱停放等问题，“停车入位、

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观念逐步普及，财政电子票据深

入人心。

（四）多管齐下，催缴手段科学便捷。执收单位在新

管理模式下，利用新技术手段，加强催缴提醒，设定3次

提示机制(未缴费的第3天、第27天，以及未缴费达4笔

的)，借助大数据技术，通过公安交通管理、ETC等部门

提供的车主信息，发送催缴短信，对于逾期行为则依法进

行处罚，多种手段督促停车人依法缴纳停车费。市财政局

会同市交通委积极研究道路停车逾期缴纳罚款使用财政

电子票据的相关工作，方便缴款人及时缴款，获取电子票

据，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这项改革减少了停车收费执行

过程中的人为制度变形，解决了体制顽疾，是一项惠及全

社会的廉政制度创新。

不断开拓创新，积极试点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应用

2020年3月，为持续优化北京市营商环境，按照市领

导批示以及政务服务区块链有关工作要求，市财政局以

全国统一的财政电子票据规范为基础，结合北京实际，在

财政电子票据领域试点应用了区块链技术。北京天坛医

院、北京市慈善协会、韩红爱心公益基金会作为首批区块

链电子票据试点单位，成功开出了区块链医疗收费电子

票据和区块链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6月，在北京工业

大学开出教育领域非税收入区块链电子票据。

财政电子票据应用区块链技术，使票据开具流转的

全过程信息都被真实、全面地记录在区块链上，同时状态

共享、过程追溯及智能监管等功能的应用，为财政电子票

据管理提供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为财政票据社会化流

转和应用服务提供了更佳的条件，为用票单位和社会公

众提供了更安全可信的公众服务。

强化安全便捷对外服务，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助力

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结合进一步贯彻落实北京

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决策部署，北京市

财政局积极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始终坚持对外

办公，合理简化办事流程，采取线上办、简化办、高效办

的服务新模式，实现减跑路、减材料、减时间，提供安全

便捷的财政票据服务，提高工作效率，助力疫情防控。

（一）不动产登记实现收费全程在线办理，“互联网+

政务服务”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市财政局、市规划自然资

源委实现不动产登记在线办理业务、在线收费、在线开具

电子票据。缴费人网上缴纳不动产登记费后，足不出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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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收财政电子票据，既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又减少了疫

情期间登记大厅各类办事人员之间接触的风险和压力。

不动产登记系统、非税收入收缴系统、财政电子票据系统

互联互通，打破了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将在线执收、在

线缴库、在线开票三点连成一线，不动产登记服务进一步

优化，非税收入收缴进一步规范，财政电子票据应用进一

步深入。 

（二）开通绿色通道，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市

属22家医疗机构开通线上申领财政票据的绿色通道，保

证全市医疗票据的供应链畅通。为北京市慈善协会、韩红

爱心慈善基金会等233家单位快速办理公益捐赠、社团会

费等电子票据，用票单位远程申领，财政部门及时审批，

安全配送，全程网上办理，减少人员接触，有效缓解对外

现场办公压力，保证用票单位及时接受捐赠款及物资。疫

情期间，北京市在线发放纸质财政票据6139.9万份，发放

财政电子票据2108.5万份，电子票据同比增长2.16倍，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  张小莉

黑龙江：试点先行  分步实施
        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黑龙江省财政厅

作为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首批试点省份，黑龙江

省认真落实财政部有关电子票据改革要求，研究制定改

革方案和相关制度，改造升级全省票据管理系统，积极探

索，务实推进，改革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截至目前，

黑龙江省已在省直、78个市（地）、县（区）开展了财政电

子票据改革，改革单位共计6345家，开具财政电子票据

1651.73万张，收费金额近663.26 亿元。 

政府非税收入收缴

2017年以来，黑龙江省加大了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

理，全省各市县全部升级了新的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系统，

各单位全部使用《政府非税收入缴款书》电子票据进行交

款。其中：政府非税收入收缴单位6283家，开具电子票

据487.54万张，收缴非税收入567.25亿元。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改革

医药卫生行业财政票据使用量大，占全省财政票据

印制数量61.7%。改革之初选择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作为医疗行业首家试点单位。这是东北三省最

大的三级甲等综合类医院，2017年，医院门诊、急诊量达

288.7万人次，住院病人26.6万人次，全年使用财政纸质

票据700余万份。哈医大一院经过近半年的管理流程设计

和信息系统改造于2018年10月开出了黑龙江省首张医

疗电子票据。目前，哈医大一院门诊、住院部以及四个分

院已经全面推行使用了医疗电子票据，已开具电子票据

800.4万份。2019年3月，住院电子票据上线，已开具预交

金电子票据46.5万份、住院结算电子票据15万份。

哈医大一院医疗电子票据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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