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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 , 河南省财政厅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充分

运用互联网、移动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票据管

理和社会化应用全过程无纸化电子控制，着力构建新

型高效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体系，积极探索“互联网 +

监管服务”新模式，全面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为推进行政事业单位收费管理网络化奠定坚实基础。

截至 2022 年 3 月，全省 34434 家用票单位已全部上线

运行，共开出电子票据 2.1 亿张，开票金额 1.14 万亿元。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进展

（一）分步实施，加速电子票据改革向纵深推进。

按照分类施策、先易后难、先试点再推广的理念，省本

级先行一步，率先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涉及面

最广的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成功打响改革“头炮”，

改革范围逐步扩大到社会团体、慈善组织等所有用票

单位 ；票据种类覆盖非税收入、医疗、捐赠等全部票种，

省本级 1632 家用票单位全部上线运行，2021 年开出电

子票据 3509 万张，开票金额 1179.25 亿元。在省本级

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稳步将电子票据管理改革范

围覆盖至省、市、县、乡四级用票单位，推动所有市县

（区）全部完成改革任务。2021 年，全省开出电子票据

1.37 亿张，开票金额 8819.02 亿元 , 节约印制经费 3300

余万元，降低了社会管理和行政成本，提升了服务质

量与工作效率。

（二）功能提档，实现财政票据管理工作提质增

效。采用全省一体化、数据大集中、市县分级使用管理

的新模式，从电子票据的赋码发放、签名生成、开具核

销、流转查验等环节，全面梳理电子票据管理流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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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码规范、数据标准、签名规则，建立全新的省、市、

县三级电子票据智能化管理体系。坚持一体化布局，

与非税收入征缴业务功能充分融合进行流程重构，建

立缴款识别码和电子票据号码同步机制，对接财政非

税收入征缴银行扫码付、支付宝、银联等缴款渠道，全

口径上线电子票据开具获取功能，充分发挥了财政票

据“以票控收”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了财政票据的监管

效能。

（三）线上赋能，助力筑牢防疫抗洪防线。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河南财政不断加大电子票据管理改

革推广力度，减少或暂停办理现场业务，积极推行线

上受理流程，充分发挥财政电子票据“非接触、零聚集、

高效率”优势，有效降低人群聚集和交叉感染风险，助

力切断疫情传播渠道。为应对 2021 年郑州特大暴雨灾

害，紧急启动离线开票模式，指导帮助用票单位在无

法连接财政票据管理系统的情况下，正常开具电子票

据。针对激增的救灾捐赠业务，畅通互联网电子票据

开票渠道，满足社会力量参与防汛救灾捐赠业务的票

据需求。仅 2021 年 7 月 20—26 日，全省开具财政票据

达 176 万份，金额 92.9 亿元，其中，捐赠票据 3787 份，

金额 28.7 亿元，充分发挥了财政电子票据在防汛救灾

中的独特作用。

（四）服务扩围，促进财政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在

不断完善电子票据核心业务管理流程的基础上，进一

步优化增加延伸增值服务模块，横向对接河南省政务

服务网，实现省内网上缴费、查询、打印、下载、查验

电子票据“一条龙”自助服务。纵向对接全国财政电子

票据查验平台，实现全省电子票据跨省一站式查询、

真伪查验，以及电子票据应用生态互联互通，不断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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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电子票据获取渠道，促使“缴款人少跑腿、

信息多跑路”成为常态，进一步提升政务服

务水平，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全面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建议

（一）注重高位推动，稳步推进财政电

子票据改革。建议中央各部委发挥主管部门

引导作用，将财政电子票据改革纳入部门数

字健康、数字教育、数字交通、数字文化等

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体系，共同布局推进实

施，扩大电子票据改革优势，促进便民服务

体系更加高效、便捷。

（二）顶层联动推进，畅通电子票据应用

途径。目前国家档案局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和

财政部开展了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入账试

点，建议将财政票据同步纳入该项工作，推

动财政电子票据档案管理 ；积极联合国家

医保局加强地方医保部门推动医疗报销业

务电子票据应用，完善以电子票据为依据的

业务管理制度，进一步丰富电子票据应用途

径，提升社会需求便捷度，提高群众使用电

子票据的积极性。

（三）规范电子票据制度建设，强健跨

省服务支撑。《财政票据管理办法》明确了电

子票据的法律地位，为更好落实并有利于财

政电子票据的推广运用，确保财政电子票据

规范管理，亟需研究制定实施层面的管理制

度。建议尽快出台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办法，

明确电子票据的管理流程、保存期限、各部

门职责分工及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 ；建立

全国电子票据基本目录审核制度，审核电子

票据要素内容的完整度、票据代码的一致

性，印发全国电子票据基本目录 ；建立健全

电子票据信息共享管理制度，明确信息共享

范围，信息共享各参与方的权责 ；统一电子

票据技术标准规范，夯实信息共享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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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至21日，财政部综合司（票据中心）与干部教

育中心在宁夏举办“全面深化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培训班”。

综合司（票据中心）二级巡视员吴东胜分析了财政电子票

据改革总体形势，并提出下一步工作任务要求。他指出，修改

后的《财政票据管理办法》为财政电子票据改革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保障，财政电子票据在全国大规模使用，在公共服务领域

广泛运用，基本实现全国联网。在医保报销和商保报销方面取

得新进展，跨省报销应用也有了新探索，社会公众对财政电子

票据的认可度有了显著提升。要进一步提高深化财政电子票

据改革的认识，遵循深化财政电子票据改革的六个坚持：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改革引领，坚持数

据赋能，坚持整体协同，坚持安全可控。下一步全面深化财政

电子票据改革工作任务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全面加快财

政电子票据改革，全面实现全国财政电子票据联网对接，加快

基层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进度，由省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向

市县及以下推进，不断强化系统安全和数据管理，继续研究开

展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工作，加强新形势下财政电子票据

监管，研究推动财政电子票据数据应用。

浙江、山东、河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陕西、

宁夏等10个省、自治区财政厅进行了现场交流发言，介绍了

财政电子票据改革的措施和做法，为全国各地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经验。公安部有关专家就网络安全问题开展了讲座。财政

部信息网络中心有关专家从应用安全防护体系、系统安全问

题、加强安全管理建议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专题讲授。

“全面深化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培训班”
 在宁夏举办

本刊记者｜张小莉  梁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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