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中国财政｜2022.17半月刊｜总第862期

本期专题

近几年来，浙江省财政厅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关

于稳步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试点方案》《关于

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等文件精神，

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为契机，借助区块链、云计算、大

数据等先进技术 , 大力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浙江省共有 3.73 万家单

位实施了财政电子票据改革，累计开票 15.21 亿张、金

额 2.80 万亿元 ；实现学校、医院、法院、公安、社团和

公益基金会等所有行业类型全覆盖，全省所有财政票

据种类全覆盖，全省所有市、县（市、区）地域全覆盖。

全面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一）提高站位，系统谋划。坚持“整体智治、协同

高效”理念，推进高频业务在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协同，

统筹规划、纵横贯通，更好地发挥整体效应。一方面，

坚持“系统性谋划”推进“横向一体化”。强化部门协同，

联合省税务局、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档案局等

部门成立浙江省电子票据（发票）推广应用工作专班，

加强全省财政电子票据改革顶层设计，协同推进电子

发票和电子票据改革，开展电子票据（发票）开具、报

销入账、归档等全流程无纸化应用试点。另一方面，坚

持“全省一盘棋”，推进“纵向一体化”。全面推动省市

县一体化，充分调动各地区财政、卫生健康和医保等

部门力量，构建纵向联动、横向贯通的长效机制，形成

系统合力，共同推进各类财政电子票据改革。

（二）重塑制度，规范管理。紧扣长期以来票据管

理的痛点、堵点，切实找准数字化改革的着力点，进行

规则重塑、流程再造、数据治理。不断完善财政电子票

据无纸化应用制度体系，为强化规范、制定标准提供

了浙江经验和财政样板。一方面，出台规范性文件，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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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相关部门职责分工与法律责任，推动财政电子票据

改革顺利推进。印发《浙江省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办

法》和《浙江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 ；

印发《关于纸质财政票据整合改版的通知》，实现纸质

票据电子化管理，同时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医疗收费

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提升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质

量，加强医疗票据监管。另一方面，出台文件进一步加

强财政电子票据管理业务规范。制定《财政电子票据区

块链技术应用规范》浙江省地方标准，标准于 2021 年

9 月正式出台，成为全国“第一个”财政电子票据区块

链技术应用规范地方标准。2021 年 10 月，出台了全国

“第一个”《电子会计凭证归档业务指引（试行）》，明确

电子票据可以作为归档的凭证，对电子会计凭证收集、

整理、保管、利用等作出规定。修订《浙江财政电子票

据业务（医疗机构）数据规范》，推广医疗电子票据省

级集中模式试点经验，完善电子票据医保零星报销和

商业保险理赔应用流程。

（三）数字赋能，推进智治。充分借助区块链与大

数据技术，大力促进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财政

电子票据共享数据关联应用，确保数据安全、数据“管

用”、数据“好用”，彰显数字赋能。通过搭建全国首个

区块链电子票据平台，对接浙江省政务服务平台、“浙

里办”APP，打通各部门数据“孤岛”，优化业务流程、

梳理数据链条，实现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创新上线“公

益捐赠线上自动开票”“医保异地零星报销网上办”“商

业保险理赔掌上办”“用血直免浙里办”等民生服务应

用，为群众带来了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同时，通过电

子票据与单位财务报销系统、会计核算系统、电子档

案管理系统的有效衔接，一体推进票据开具、接收、报

销、入账、归档等全过程数字化、无纸化，为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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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无纸化报销提供来源真实可靠的电子票据数据、版

式文件及使用情况，系统性解决企事业单位处理各种

电子票据时普遍存在的接收难、入账难和归档难问题，

消除以往电子票据使用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一改以

往“打印电子票据→线下审批报销→人工逐份入账→纸

质归档保存”的流程。

（四）宣传培训，营造氛围。持续开展浙江省财政

电子票据线下培训和学习交流，定期召开钉钉网络视

频会议，对市县财政部门进行在线培训和远程指导，

切实提升全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水平。充分利用门户

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各类媒体对改革工作进行广泛宣

传。2019 年 11 月，浙江省政府举办“浙江省借力区块

链技术推进医疗电子票据”改革成效新闻发布会，在国

务院新闻办、省政府新闻办、中新网、人民论坛网等各

类政府门户网站、主流新闻网站上宣传报道，为财政

电子票据推广应用宣传造势，提高财政电子票据社会

认知度。

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一）便民利民，提升服务效能。通过“浙里办票”

平台无缝对接“浙里办 APP”和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实

现全省电子票据归集、在线真伪查验，以及跨部门、跨

地区信息共享。群众通过手机完成就医结算、交通违

章罚款在线缴款和公益事业线上捐赠后，即可自动获

取电子票据，实现“秒开票、随时查、报销快”，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以医疗电子票据改革为例，据测算，改革后

平均看病环节从 6 个减少到 2 个，减少 4 次排队 ；人均

就诊时间从 170 分钟降低为 75 分钟，降幅近 6 成。同

时，群众异地就医涉及的医保零星报销业务，不需要

再拿纸质票据跑到参保地医保窗口进行申请，直接通

过网上报销，在线审核，报销平均时间从传统窗口报

销所需的 12 个工作日压缩到几分钟，提速几十倍甚至

上百倍。通过“浙里办 APP”中的“浙里办票”、支付宝

和微信中的“浙江财政票据”小程序、财政电子票据自

助机服务等多项智能化服务，方便群众快速获取、查

验财政电子票据。此外，“浙里办票”庞大的电子票据

数据资源还为“浙里报”、“用血直免浙里办”、商业保

险在线理赔、企业无纸化报销等多个应用提供基础支

撑和服务。

（二）降本减负，优化营商环境。电子票据大幅节

约了票据印刷、交付、保管、销毁以及人工、时间、交

通等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方面，节约了财政支出，减少

了碳排放。以往浙江省纸质发票每年用量约 30 亿份，

财税部门印刷票据支出 7 亿元，改革后每年只需 1 亿

元，可节约票据印刷费 6 亿元，按节约的纸张测算，减

少碳排放 6 万吨。另一方面，实现票据开具和接收、财

务报销、会计入账和归档的全流程无纸化，推动会计

核算方式变革，减轻企业负担。以试点单位浙江省电

力公司为例，每年可节约纸张支出、快递费和仓储费

等综合费用 1 亿元以上。此外，无纸化报销可以推动会

计档案电子化和办公无纸化进程，进而加快实现整个

社会无纸化，促进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三）方便查验，填堵管理漏洞。电子票据使用数

字加密技术，形成票据数字指纹，从而实现票据真伪

快速查验。以往需要通过多天时间才能完成的票据信

息现场检查、人工比对等工作，现阶段通过设定收费

项目的标准红线、预警值等方式，可实现开票项目全

程自动化管理，仅需 30 秒即可完成数据标准化自动比

对核销，极大地减轻了各部门的查验压力。同时，依托

区块链技术，实现电子票据在生成、传送、储存以及使

用的整个过程中都上链盖“戳”，完成电子票据可追溯、

可查验、防篡改、防造假的全面升级，有效杜绝虚假票

据和重复报销的现象，更利于保障资金安全。

（四）动态监管，实现整体智治。电子票据改革实

现了信息互联共享和数据收集的规范化、标准化，帮

助开票单位实现资金报表实时采集和票款自动对账，

解决了纸质票据对账难、易出错等问题，极大地提升

了票据和资金管理效率 ；监管部门则可以通过管理平

台实时监测票据使用情况和资金收入情况，进行数据

统计和风险预警，变“事后监管”为“事中监督”，确

保票款一致、票款同行，真正实现“以票管费”“以票           

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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