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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审批流程中，先由指定单位完

成审批任务，再通过系统多维核对，

对预算单位支付行为的会计处理和收

付款方银行账户等财务信息进行智能

审核放行，将相应凭证发送至银行机

构确认。对于动态监控业务而言，财

政资金支付行为涉及的各方单位责任

不同，需要明确财政部门作为预算执

行动态监控工作的主管部门，预算单

位主管部门为财会监督主体，当地代

理银行和人民银行配合对预算单位财

务信息和预算支出的监督责任。在明

确动态监控中的各方职责、制定业务

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监督方可以通过

调阅资料、电话核实、约谈和实地取

证等方式对监控疑点信息进行核实 ；

预算单位要履行财务会计的责任主

体，对自身的支付行为和提供的证明

材料负责，并要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

动态监督 ；当支付申请被预警拦截时，

要协助核实疑点信息，并在支付完成

后追加区块信息。各财政资金支付业

务代理银行也要配合动态监控工作，

提供相应的数据信息，达到预算单位

财务会计信息、财政部门预算执行信

息、代理银行收付款信息三方自动比

对的效果，较好地解决困扰地方政府

预算管理中会计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2. 利用智能合约来设置动态监控

审核逻辑。智能合约是区块链技术集

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一种计算

机协议。当区块信息传至链上时，自

动触发智能合约对该信息的验证与校

验。结合各单位财务管理的实际，制

（一）完善区块链技术应用的顶层

设计

区块链技术在地方政府财务管理

的应用，属于建立现代地方政府财务

管理机制的新尝试。地方政府应在实

施政府会计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编制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需求，进一步优

化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和财务会计管理

办法等制度性文件来规范区块链技术

应用的实际操作。在技术应用前制定

实施方案，明确财政部门、人民银行、

预算单位主管部门、预算单位、国库

集中支付代理银行、项目实施公司的

各方权责，确保预算单位会计主体责

任和预算执行主体责任不变，规范项

目实施公司的具体做法并制定风险防

控措施、应急管理措施。在实际工作

中，可以在试点地区推广区块链技术

应用后，结合系统运行的实际情况和

经验，修订对预算单位财务收付活动

进行动态监控的相关制度文件，完善

操作规程，以进一步加强预算单位会

计监督和财务管理。

（二）“区块链技术＋动态监控”系

统先试先行

1. 利用共识机制确保业务规范和

监控流程的实施。共识机制是动态监

控业务中的预算单位、代理银行、收

款银行等单位节点，就动态监控链上

各区块信息达成彼此认同并一致遵循

的契约机制。共识机制明确了记账权

限的问题，能保证业务规范和监控流

程的实施，进一步提升验签速度，加

快工作效率。在“区块链＋动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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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覆盖范围广、具有侧重点的动态监

控预警规则，明确动态监控审核的各

项逻辑控制。同时，通过智能合约自

动审核支付信息，并与项目审批信息、

项目实施进度、经济科目选择、收款

人账户等其他链上信息进行多维校

验，将预算编制环节数据、预算执行

环节数据、代理银行支付相关数据、

清算银行的清算数据等进行全流程核

对，提高系统审核的智能化水平，减

少人工上传、审核附件等干预环节。

另外，还可以设置关于直达资金等重

点项目资金的预警，对直达资金分配、

资金下达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进行监

督，提高资金分配与资金下达的效率、

验证支出业务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保

障资金安全性 ；设置财政部门审核的

提醒逻辑，自动推送待审核时间较长、

支出进度较慢等的相关信息，对用户

起到智能提醒的作用。

3. 利用通道隔离功能实现数据隔

离及隐私保护。由于预算单位之间

的项目进展和主管业务各不相同，独

立账户的安全性也必须受到隐私保

护。区块链技术在动态监控的应用

中要强调数据的保密性。在保障信

息安全的前提下，贯通预算单位及其

主管部门对预算收支的财务会计信

息查询通道，对非同一系统之间的数

据则进行隐私保护，堵塞内部资金安

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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