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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字财政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刘志安｜吴强｜刘志刚

2019 年，财政部发布实施了《关

于推进财政大数据应用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到 2023 年底，建成以大数

据价值为基础、以大数据智能应用为

支撑的‘数字智慧型财政’”。财政作

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

要适应数字化发展的要求加速数字

化转型，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构建数

字财政管理体系，努力做到用数据说

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

据创新，才能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管理

质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数字财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数字财政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的步伐发展起来的，每隔 10 年左右时

间就迈上一个新台阶。尤其是 2002 年

我国实施“金财工程”以来，数字财政

建设成效显著，在构建公共财政管理

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提高公共

服务均等化水平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经过近 20 年的建设，以“金财

工程”为核心的数字财政建设已经取

得了巨大成就。贯通中央与地方的数

字财政网络基础支撑平台已经建立，

按照“一体化建设”要求所建立的预

算编制、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

财政监督以及办公自动化系统已经比

较健全，在财政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预算

收支分析、预测预警和各项主题分析

数据库建设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数字财政建设在提高公共财政管理水

平、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

是，面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要求和

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数字财政

建设还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瓶颈”

问题。

一是财政信息化系统协同效应

有待加强。目前，已有部门预算编制、

部门决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

资产管理、非税收入管理、票据管理、

财政监督、债务管理等各项财政业务

信息化系统。这些系统从自身建设上

遵循了“一体化建设”思想，能够实现

上下贯通、横向联通，但是从整个财

政管理角度看，大部分系统还无法共

享数据，没有充分发挥出财政信息化

系统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

二是政府各部门协作机制有待加

强。数字财政建设是数字政府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上下级政府及其

各部门乃至社会公众的全力支持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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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前，数字财政往往是由财政部

门独自建设，其他政府部门对数字财

政建设还存在重视不足、支持配合不

够等现象，迫切需要通过扎实有效的

制度建设、流程规范、标准统一、教育

培训等措施，营造数字财政建设的良

好氛围。

三是财政数据应用分析系统建设

相对滞后。当前，我国各级财政部门

都非常注重数字财政系统的软硬件开

发建设，以实现对人工的替代，但运

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财政数据分析和预

测预警的数字财政应用系统建设投入

稍显不足，对财政数据的深度分析还

不够。

四是数字财政建设人才还比较缺

乏。数字化已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

个方面深度融合，这就使数字财政建

设对既懂财政经济知识又具备数字化

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产生

了比以往更加迫切的需求。但是，当

前无论在组织建设上还是人才培养方

式上都存在着与数字财政建设不相适

应的问题。必须将财政的数字化转型

与财政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转型有机结

合，培养造就大批与数字化发展相适

应的财政工作者，推动财政组织创新

与管理创新，以确保数字财政建设的

安全性、高效性和实效性。 

数字财政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要健全一套机制。探索尝试建

立健全由财政部牵头、各地财政厅局

参加、涵盖五级财政管理部门的数字

财政建设组织协调机制，实现数字财

政建设上下贯通、全国一盘棋。要建

立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同联络机制，

确保数字财政建设得到政府有关部门

的理解支持，形成数字财政建设合力。

要建立数字财政管理相关制度，规范

数字财政运行管理，确保数字财政建

设依法、合规、有序、安全、高效地推

进。要建立健全政产学研一体化数字

财政人才培养机制，使数字化财政知

识传授和技能培训进机关、进高校、

进企业，构建起培养既有过硬财政业

务知识和技能，又有优良数字技术知

识和操作能力的复合型数字财政人才

的良好环境。

二要坚持一个标准。推进数字财

政建设必须以《关于推进财政大数据

应用的实施意见》为标准，按照实施

意见提出的总体要求、建设目标和建

设任务开展工作，确保数字财政建设

上下贯通、以上率下、步调一致，防止

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和重复浪费。在

坚持总体标准统一的基础上，各地可

以根据自身实际，提出具有自身特点

的数字财政建设任务，构建既有高度

统一性，又有现实灵活性的数字财政

建设新格局。

三要实现一个整合。数据是数字

财政建设的基础支撑。财政数据不仅

包含财政自身所生产的诸如收入数

据、支出数据、管理数据、政策数据等

内生数据，还涉及税收、金融、海关、

人力资源、统计等诸多外生数据。数

字财政建设需要立足财政数据的可得

性、可用性、共享性，建立财政系统内

部纵横联结畅通无阻的数据采集、流

通渠道以及与财政外生数据进行交换

的数据接口，实现财政数据依法合规

有序地流转和应用，充分发挥财政数

据在公共财政管理和国家治理中的积

极作用。

四要深化一项改革。数字财政是

数字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政府

建设对数字财政建设具有导向和助推

作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有效扩大了

政府服务管理的空间范围，有效提升

了政府服务效能。同样，互联网在财

政管理领域的应用也扩大了财政管理

的空间范围和提升了管理效率。数字

技术打破了空间分隔与部门分割，使

财政管理更易于集中，根据社会治理

的实际需要，科学动态地配置人、财、

物、技术等资源，这样不仅可以降低

行政成本，而且有利于财政数据的整

合，为数字财政建设创造优良的环境。

五要推动一个创新。数字财政建

设需要海量数据做支撑，反过来，数

字财政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

海量数据。从公共财政角度讲，这些

海量数据是一笔巨大的公共数字资

产。从公共资产的保值增值角度讲，

可以探索尝试通过建立国有数字资产

经营公司，在坚持维护数据生产者所

有权和隐私权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相

关管理制度和运营制度，将公共数字

资产依法依规、科学合理地加以商业

化运营，在满足社会对公共数字资产

多样化需求和确保公共数字资产安全

的同时，使公共数字资产产生增值收

益，用以弥补公共数字资产管理的成

本，降低公共财政运行成本，同时增

加公共财政收入，增加社会福利，最

大限度实现公共数字资产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 ：内蒙古财经大学  湖

北经济学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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