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 新 论 坛创 新 论 坛

2023.4（总第89期）

引言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传统专项资金管

理模式无法满足现有工作需求，急需一套专项资金

信息化管理系统加强资金监管，优化专项资金管理

信息化管理流程，实时掌握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

目实施进度，合理高效使用专项资金，提高项目实施

效率，进而满足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一、专项资金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的背景

公司专项资金主要包括统筹（自用）安全费用、

维简费、折旧费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技术开发

费，按照“标准提取，政府监管、确保需要、规范使用”

原则，并由专项资金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公司专项

资金管理部门由安监部等多部门组成，下属各分公

司设在相对应的管理部门。由于存在管理部门多、

专项资金金额大、项目计划杂等问题，原有传统采用

Excel表登记汇总的工作模式无法满足现有工作需

求，急需一套专项资金信息化管理系统加强资金管

理，进一步明确各管理部门职责，加强对项目计划的

提报、审批、分配及实施全流程信息化监管。

二、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项目计划由相关单位年初根据当年生产计划和

专项资金提取金额报公司各专项资金管理部门，按

规定程序审核后实施。但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未

实现信息化管理，在资金管理和运行过程中存在以

下问题：

（（一一））信息共享平台不健全信息共享平台不健全，，项目计划实施进度项目计划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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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信息化数据在经济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贯穿于生产经

营活动的始终。如何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进程，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公司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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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晰不清晰

公司缺乏专项资金管理信息共享平台，专项计

划的制定、审批和实施涉及部门和人员多，沟通渠道

不畅，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相关部门人员

数据统计不及时、不准确，导致项目实施进度及资金

使用不清晰，致使公司不能掌握项目计划实施和专

项资金使用的真实情况。

（（二二））管理流程不畅通管理流程不畅通，，项目计划实施效率低项目计划实施效率低

每年专项资金项目繁多，负责实施项目计划的

部门繁杂，如：安全费用专项资金是由公司安监部统

一管理，但在实施项目计划在过程中，由于业务管理

关系，安全费用的专项资金计划项目可能由机电部、

通风处等部门负责实施，没有统一的专项资金信息

平台来进行管理，不能清淅的反映出项目计划的运

行轨迹，也无法及时准确汇总项目实施信息数据，项

目计划实施效率低。

（（三三））部分项目计划编制不合理部分项目计划编制不合理，，专项资金严重专项资金严重

浪费浪费

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较快，获取市场信息滞后，信

息流通不畅，部分项目计划申报不具备前瞻性，项目

不能有效实施，有些设备尚未投入使用就被淘汰，或

者多种原因专项计划实施不到位，没有整体项目计

划运行数据的对比和分析，缺少多方位的经验总结，

造成项目计划编制和审核出现偏差。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经常出现变更情况，或者计划批复后常年隔置

不实施，对已变更或隔置的项目计划没有记录和回

报，长年累月无人问津，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严

重浪费。

三、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我们与专项资金管理部门

反复讨论研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以下解决方

法：

（（一一））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财务部与公司专项资

金管理部门进行详细沟通，提出了公司对专项资金

信息化管理战略目标及对信息化管理现状改进的必

要性，确认专项资金信息化管理办法，针对专项资金

信息化管理专门研发一套软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保证及时准确掌握项目计划运行情况。

（（二二））重塑专项资金管理信息化管理流程重塑专项资金管理信息化管理流程。。通过

深入了解公司总部专项资金管理部门及公司下属各

单位原有专项资金计划的实施流程，总结原有计划

项目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专

项资金管理信息化流程，清淅反映出项目计划运行

轨迹，提高项目计划实施效率。经过不懈努力，初步

完成了新的专项资金信息化流程的实施体系。（见

图1）
（（三三））充分利用数据信息化优势充分利用数据信息化优势，，准确掌握专项准确掌握专项

资金提取资金提取、、使用和余额使用和余额。。在不改变公司的战略计划

和管理方略的前提下，提出数字化经济管理办法，通

过建立专项资金信息化管理系统，实时掌握专项资

金使用情况，及时调整不计划实施项目和变更项目，

合理高效使用专项资金。

四、专项资金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果

（（一一））建立专项资金信息共享的战略平台建立专项资金信息共享的战略平台，，保证保证

领导决策信息来源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领导决策信息来源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进入信息平台后，每个专项计划运行信息都一

览无余，项目计划的提报、审批、分配及实施流程清

晰体现，准确掌握专项资金提取、使用和余额。进一

步明确各管理部门责任明确，对计划实施过程中合

同的签订、专项资金的拔付和项目的结算、完工、验

收，记录详实。

（（二二））提高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提高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提高项目实施提高项目实施

效率效率

专项资金信息化管理的建立，进一步明确岗位

职责，对每个岗位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遗漏、补缺情

况能及时提醒和跟进，避免推诿扯皮情况发生，保证

极短时间解决出现的问题。信息平台思路清析，职

责分明，人员分配科学合理，节省了时间，杜绝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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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浪费，提高项目实施效率。

（（三三））业务流程严谨性增强业务流程严谨性增强，，执行力大大提高执行力大大提高

专项资金计划实施原则是“先提取，后使用”。

计划在提报及审批以前，如果没有财务部门提取专

项资金，不能开展项目计划提报审批工作。将项目

验收和资金拔付独立分开实施，这样，无论专项资金

是否拔付完毕，只要项目计划已经完工，达到了验收

标准，不受付款的制约，影响到项目正常验收。同时

项目资金按照合同条款在进行拔付时，先在系统平

台上填制专项资金调拔单审请，未输入专项资金审

请单一律不预办理付款签字手续。对付款主要环节

及其它方面的实施起到了跟踪监督作用。保证了专

项资金的正确使用。使项目计划的实施更方便、更

准确、更快捷。促进了公司在数据化管理进程中又

向前迈进了一步。

五、结语

专项资金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是公司开展财务

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运行虽达到预期

目标，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我们要抓住

信息化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化

技术，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努力、稳步推进公司财

务信息化建设。

图1 专项资金信息化管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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