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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坚持自上而下的建设思路，依托信息技术破除信息不对

称壁垒，实现流程环节畅通。自上而下统建的优势在于能有力

保障重大政策精准执行，但系统固化会导致基层具体问题无法

灵活便捷得以解决，以及各级财政过度依赖具体系统等问题。

因此，各级财政既要遵循规定动作，又要有个性化自选动作。

市区县级财政要发力于数据信息运用开发，着力于内外部流程

贯通协调，创新形成有效的数据分析模型产品，切实提升辅助

决策能力。这个思路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得到体现，预算

管理一体化建设坚持统一标准，着重统一数据库设计，为地方

进行个性化功能开发和发挥不同软件公司专业特长留下空间。

二是不拘泥理想形式。财政数字化系统搭建是使用项目

制固化建设运营，还是采用“云原生”等方式不是当下改革最

主要考虑的因素，不必要拘泥于数字化建设运营模式是采用

政府合作还是管建分离，关键要采取符合实际发展需要和发

展阶段的方式。财政数字化改革主导者不应陷入盲目理想模

式和“一步到位”的思路，改革既要着眼于未来，又要坚持相

机抉择，坚持多元化工具组合使用。

三是不迷失主要方向。要了解数字化改革趋势，坚持与

时俱进，以增进交流为目标，以提升人民满意度为价值导向，

以协调、整合和信任为治理机制，推进主体协调、财政数据协

调和政策制度协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升财政治理能力。

（二）坚持“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技术平台”统筹兼顾

顶层设计方面，财政数字化改革是一项系统性、耦合性

工程，需要统筹协调通盘谋划。坚持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建

设，引导营造理念革新土壤，推进战略治理变革。顶层设计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追求，以客户需求为基

础进行组织重构和流程再造，通过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增强公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改革进程中要细化任务书、时

间表、路线图、责任状，确保财政数字化改革强有力地推进。

体制机制方面，要建立数字化改革管理服务体制机制。

坚持源头上的革新组织保障，高位推动规划和实施，有效实

现资源统筹，有力支持财政数字化改革工作。

技术平台方面，坚持实现一体化、集约化、全生命周期

管理。依托 “大数据、大平台、大系统”架构，以一体化基础

设施和共建共用共享的数据资源为基础，利用国家治理的人

口、法人、宏观经济和空间地理等四大基础数据库数据，提升

财政履职能力，逐步实现在财政服务、民生保障及产业经济

等方面的创新应用。

（作者单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责任编辑  李艳芝

建言献策

推进西安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

严嘉恒

在陕西省西安市追赶超越进程中，一直将四川

省成都市作为对标城市。笔者认为，对标成都追赶超

越，可以从发展经济、城市规划、宣传推介、人才引

进等方面上下功夫，打响西安品牌，擦亮“西安 IP”。

发展经济要注重推陈出新

成都强，主要是强在产业上，比如一汽大众、沃

尔沃等都在成都建立核心基地，成都正在加快形成

“总部研发在成都，生产配套在市州”的格局。因此，

西安要加强招商引资，进一步加快完善招商引资奖励

激励政策，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强

化“全产业链招商”思维，以“招大、引强、选优”为

导向，加快形成“链条完整、体系完备、特色鲜明、优

势显著”的产业集群。要以龙头企业为着力点，形成

“建好一个、带来一批、做大一片”的磁场效应。要充

分发挥支持总部企业发展等招商引资政策作用，促进

“全产业链”建设，强化厚植本地税源，推动产业集群

集聚发展。要保障重点招商活动开展，探索市场化运

作、活动服务整体外包方式，缓解目前一些大型活动、

重要工作资金安排渠道单一等问题。

完善城市规划要注重固本强基

西安目前具备扶持政策、国家重大项目布局、地

理区位、交通、文化旅游、教育科研、军民融合、“一

路一带”枢纽地位等资源优势，要抢抓“一带一路”建

设、“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三大战略机遇，直面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配

套、房价预期等问题，敢于攻坚克难、奋勇争先，勇

于担当尽责、狠抓落实，促进西安追赶超越。

西安是国家中心城市，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

中心、对外交往中心、丝路科创中心、内陆开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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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综合交通枢纽。西安要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之中，立足中欧班列

集结中心的战略布局，成为带动西部

地区深化改革的“冲锋队”、扩大开

放的“排头兵”，积极为维护西部地区

的繁荣稳定作出积极贡献。要创新思

维，打破观念障碍，促进资源要素自

由高效流动，从而把更多先进生产要

素“引进来”，让更多特色优势产品“走

出去”，充分利用西安在科研院所、运

输网络、工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为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赋能。坚持全域化统筹、系

统化推进、一体化实施，充分发挥财

政金融“乘数”效应，从理念上做好“统

筹”文章、政策上做好“集成”文章、

落实上做好“协力”文章，积极发挥西

安辐射带动作用、区位带动作用、政

策带动作用、发展带动作用，激活西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引擎。

开展宣传推介要注重走心入脑

成都的宣传推介是非常接地气

的，如《成都》歌曲、网络火热并被外

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打 call 点赞的

“理塘丁真”、成都“熊猫星球”等，很

容易让人接受并印象深刻。西安有大

雁塔、钟鼓楼、大唐不夜城的“唐妞不

倒翁”《长恨歌》  《梦长安》等旅游品牌，

有“西安发布”“贞观”“陕光灯”等新

媒体，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要在宣传

推介方面下更大功夫，推出品牌，强

化特色，让大家“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

城，因为一篇文章恋上一座城”。

优化服务环境要注重优质高效

成都在 2008 年就开展了行政效

能建设，进一步清理和精简行政审批

项目、建立并联审批制度，取得了行

政审批时效化、群众办事便利化、政

务运行阳光化等初步效果。因此，西

安要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和水平，打造

优化营商环境“四最”西安样本，多为

企业送政策、送资金，打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构建亲清的政商、政企关系。

要进一步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为

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激发有效投

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创条件、为群

众办事生活增便利，努力打造“审批

事项最少、收费标准最低、办事效率

最高、服务水平最优”的政务生态系

统，为推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加快“追赶超越”步伐提供优质高效

的服务环境。

吸引优秀人才要注重机制创新

2020 年成都市推出《成都市产业

生态圈人才计划实施办法》，突出“因

业施策、因企施策”，创新编制“人才

图谱”，引导用人单位“按图施工、按

像寻人”，“蓉港人才驿站”集聚高端

创新人才，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无限

可能。西安要学习借鉴，通过市场化

方式统筹设立人才创新创业基金，用

好用足《众创空间奖补办法》  《西安

市科技金融结合信贷业务资金管理

办法》    《西安市支持创业的十条措施》

《西安市创业投资奖励和风险补偿管

理暂行办法》等制度政策，激励支持

人才和资本创新创业，支持中科院西

安创新中心等重大项目、重点工作建

设。要支持加快人才集聚培育，形成

人才驱动转型发展的源动力。支持产

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构建“众创

空间 + 孵化器 + 加速器”推进体系，加

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 作者单位 ：陕西省西安市财政局 )

责任编辑  廖朝明

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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