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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财政数字化改革的思考
赵晓玲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作为重

要的发展战略。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

是畅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

治理效能转换的必由之路，是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数字

财政是一种新的财政形态，通过建立

数字技术驱动的财政新机制、新平台，

以财政大数据价值为基础，财政大数

据应用为支撑，对内实现高效业务协

同，对外提供优质财政服务，全面提

升财政治理能力，提高财政运行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增强公共满意度。财政数字化是政府

治理数字化重要内容，是促进财政职

能有效发挥、提升财政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支撑。财政数字化改革，需

要新的财政理念、新的运行方式和组

织方式，是集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制

度重塑、流程再造、技术变革为一体

的系统性改革工程。

财政数字化改革逻辑

一 是 改 革 目 标。财 政 数 字 化 改

革，旨在全方位系统性建设提升财政

辅助决策能力、保障服务水平、财政

治理能力、服务社会能力、创新能力

等的整体智治体系。具体目标是建成

一体化数据体系，提供高质量财政服

务，实现穿透式数字智治。一体化数

据体系主要是建成统一的政务云和大

数据平台，体现为各层级纵向一体化、

各部门各领域横向一体化、网络平台

数据场景业务一体化 ；高质量财政服

务主要是重塑财政运行机制，重构信

息衔接机制和沟通机制，通过流程重

塑与政府重构，实现在线、便捷服务 ；

穿透式数字智治主要是构建任务贯彻

落实综合集成机制，建立健全任务清

单动态管理、协同执行、闭环管理、迭

代完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机

制，全面保障任务事项正常运转，坚

持循数监管、实时监管、多元监管。

二是改革成效。财政数字化改革

注重整体规划设计，注重统建统管，

注重均衡发展。抓住数据是核心，协

同是关键，服务是重点，坚持自上而

下、数据驱动、统筹协调、系统谋划、

统建共享。各级政府间上下贯通，部

门间协同联动，信息实时动态反馈，

保证重大政策执行到位，不变形、不

走样 ；各级政府要在“用数据对话、

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

新”方面采取灵活自主方式 ；政府与

公众双向畅通信息交流，数据协同共

享，实时互动反馈。

三是改革协同推进。财政数字化

改革要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坚持问题

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高效协

同，要按照“一盘棋、一张网”的思路

通盘谋划，坚持多主体治理协同、政

策协同、数据要素标准协同、建设运

营管理协同。既要立足于现实整合集

成，又要面向未来创新发展，要根据

长远发展和当下急需协调分步实施财

政数字化改革。

系统推进财政数字化改革

财政数字化改革建设的重点，要

坚持从组织、价值、技术等多方面多

维度系统推进。数字财政基础是数

字，采集存储数据、开发应用数据、

规范管理数据，需要有足够的数字

治理头脑（或意识）和强大的数字治

理能力。财政干部要提高数字治理能

力，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

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

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展规

律的把握能力，发挥大数据更大作

用。财政数据的特征是多样性、数据

量巨大、时效性、快速变化以及复杂

性，通过依托强大的数据搜集、计算

能力，广泛采集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

据，动态挖掘海量实时数据，加强对

基础经济数据及指标进行建模分析，

实时整合信息资源，迅速反馈精准评

估，调整优化政策。最终实现“信息

采集—精准分析—智能计算—科学调

控—动态监督—实时反馈”全过程穿

透式整体智治。

财政数字化改革涉及诸多层级、

条线和模块，财政数据既是信息流，

又是实实在在的财政收入支出的资

金流，需要统筹考虑系统的适应性、

灵活性、包容性和安全性，要坚持制

度供给、系统设计与协同改革统筹

推进。

（一）财政数字化改革“三不”思路

一是不依赖固化系统。财政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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