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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银监局等相关部门，尽快成立贯彻落实《小企业会计

准则》协调工作组。要结合本地实际，统筹规划，通盘考虑，

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积极指导和督促本地区小企业执行好

《小企业会计准则》。大家携手并进，通力协作，形成合力，方

能使服务到位、监管到位、准则实施到位。

二要加强宣传培训，确保贯彻落实《小企业会计准则》的

思想到位。各地财政部门要把宣传培训、学习贯彻《小企业会计

准则》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会计管理的一项中心工作，精

心组织，周密安排，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在宣传培训过

程中，既要注重向小企业负责人、小企业会计人员的宣传培训，

还要注重向银行贷款人员以及财政、工业和信息化、中小企业

管理、税务、银行业监管部门相关人员的宣传培训 ；既要总结

以往宣传培训的经验，还要结合此次《小企业会计准则》宣传

培训对象的不同特点，拓宽渠道，创新形式，扩大影响 ；既要

详细讲解《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要求，明确执行程序，还

要着重宣传《小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的重大意义，统一思想，打

消畏难情绪，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小企业按时执行《小企业会

计准则》。通过全方位、大规模的宣传培训，在全社会营造一

种崇尚诚实守信、规范会计核算、强化内部管理的小企业会计

文化，为贯彻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三要加强政策协调，确保贯彻落实《小企业会计准则》的

措施到位。各地财政部门要积极指导本地区小企业做好会计核

算新旧衔接和会计信息系统改造等工作，确保新旧会计准则的

顺利衔接和平稳过渡。有条件的地方财政部门可以积极培育小

企业中介服务机构，支持其开展小企业会计代理记账、审计、

培训、企业管理等服务。在《小企业会计准则》全面推开的基础

上，财政部要做好会计法规清理工作，适时废止相关企业会

计制度，包括行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

及相关专业核算办法、问题解答等，建立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

政策导航

体系，促进会计政策统一、会计信息可比，形成良好的会计核

算工作秩序。

四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贯彻落实《小企业会计准则》的

监管到位。今后一段时间，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各地财政部门财政监督检查机构要把小企业使用财政专项资

金情况作为财政监督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重点之一，并

对小企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小企业会计准则》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或调研。对严格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切

实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小企业，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

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前提下，要加大财税、信贷等扶持力

度，促进这些小企业又好又快发 展。对执行差甚至是违法违

规的小企业，要不留情面地予以曝光，加以惩处。

五要加强信息交流，确保贯彻落实《小企业会计准则》的

服务到位。各地财政部门要通过各种渠道随时掌握本地区执行

《小企业会计准则》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加

以解决和协调，无法解决的，应当立即上报财政部。要深入小

企业调研，密切联系相关部门、小企业、新闻单位等，做好沟

通协调，承上启下，搜集反馈，注重应对，为小企业会计准则

平稳过渡和有效实施保驾护航。

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

建党九十周年大庆之年，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我们使命神

圣，责任重大，信心百倍。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 

《小企业会计准则》，不断推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财政部副部长李勇2011年11月在《小企业会计准则》   

全国师资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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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 党和国家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立项为会计人员写史

2011年10月2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正式通知，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道扬教授为首席专家的“中国会计通史系
列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正式立项。重大立项所显示出来的意义表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会计工作，特以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立项的方式，出资为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及其当代会计工作者写史，为历代会计工作领导者、管理者以及理财家树碑立
传。这一重大立项不仅坚定不移地确定了中国会计工作与会计学的历史地位，而且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发展史上的崭新一
页，它将对当代中国会计文化的发展起着持续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分为三个分支课题 ：（1）“中国会计通史”研究 ；（2）“中国会计史教程”研究 ；（3）“会计史比
较研究”。以上三方面，以“中国会计通史”研究为中心成果，以会计史教材系统建设为服务于会计教育改革的落脚点，从总体上形
成中国会计通史研究与会计史比较研究的体系。这个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体现为三部著作：《中国会计通史》、《中国会计史教程》、

《会计史比较研究》。
                           （“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课题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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