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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计为何栽了跟头

特约撰稿人  蔺春林

1999 年 5 月 27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以赣府厅字

（1999）73 号文发出通报：给予江西进贤县自来水公司

为应付检查而做假账的主办会计魏××免去其财务科

科长职务，吊销其会计证的处分；对进贤县自来水公司

财务科助理会计汤×给予批评教育，责成写出深刻检

查。事情源何而来呢？

一、案情经过

今年 2 月 3 日，财政部驻江西专员办接到该县金

融系统一职员的电话举报，举报称进贤县自来水公司

串通银行、财政等部门，通过搞假账、假银行贷款和假

工程合同等手段，隐瞒自身挪用、挤占国债专项资金的

违纪事实。
接到举报后，财政部驻江西专员办及时组织人员，

根据举报的线索，集中精力重点检查进贤县自来水公

司使用国债专项资金的有关情况。通过核对工程合同

与计委立项文件，核对银行存款与对账单，实地查勘工

程现场，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不仅签订的工程合同内

容与计委立项文件内容不相符，合同内容是建设泵房

等工程，而计委立项批件却是铺设输水管网工程，更严

重的是该公司既未兴建泵房也没有新铺设自来水管网

工程，其泵房仍为旧泵房。检查人员接着又核对了该

公司账户和银行对账单，未发现其 1998 年度有什么异

常现象，但在进一步核对 1999 年 1 月份的银行对账单

时，发现该企业 1999 年 1 月 28、29 日两天账务异常：
28 日账面结存余额为 96.72 万元，29 日收支轧差只增

加了 3 万元，而银行对账单 1 月 29 日结存余额为

172.71 万元。
为了弄清真相，检查人员前往进贤工行调查该公

司存款情况，发现该公司账号发生额与其提供的银行

对账单不一致，1999 年 1 月 29 日账 面余额也不是

96.72 万元，而仅为 72.64 万元。检查人员同时还发现

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该公司用 39万元国债专项资金

转入工行账号归还了贷款。
针对银行对账单与企业银行存款账数据不符的问

题，经检查人员反复做工作，该公司经理不得不供认，

银行对账单是他们公司在外面打印的。为了隐瞒挪用

国债专项资金的事实，他们在对账单上作了手脚，将挪

用部分从对账单上作了删除。更为恶劣的是该公司通

过做假账、假报表、制造假银行对账单，制造国债专项

资金工程动工并竣工交付使用的假象。该企业挖空心

思，将 1996 年完工的泵房工程改为 1998 年完工，虚增

了投资额度。
至此，进贤县自来水公司弄虚作假挤占挪用国债

专项资金一事真相大白。

二、原因分析

1998 年，国家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了

1 000 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和扩大

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专项资金必须用之于专项，然而进贤县自来水公

司无视国家财经政策，将专项国债资金挪作他用，究其

原因主要有：

1.财经政策观念淡薄，歪嘴和尚乱念经。国家投

入进贤县自来水公司的国债专项资金，是用来解决该

公司自来水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问题的。对

于这么一件泽被后人、造福社会的事情，进贤县自来水

公司主要领导和有关人员主观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财经政策观念淡薄，不是按专款专用的规定行事，

而是“歪嘴和尚乱念经”。
2.财务管理混乱，财会基础薄弱。为了确保建设

资金的及时到位和合理使用，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对基本建设项目的财政财务管理及监督的规章制度。
从财政预算的成立与下达，资金的拨付到项目单位的

财务管理等，都建立了严格的管理程序，制定并下发了

如专款专用制度，按财政预算、工程进度、建设程序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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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制度、规定等等。但通过检查进

贤自来水公司的专户，发现该公司财

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没有得到很好

地遵守和执行；在会计核算上虽然也

建了账，并安排了人员兼管，但账务混

乱，形同虚设。
3.财务监督功能丧失。该公司可

以把银行对账单拿到外面去随意纂

改、工程立项与计委批复风马牛不相

及，甚至项目竣工决算报告的具体年

月日也被涂改得面目全非。如此一套

弄虚作假过程，竟没有一人出面制止，

财务监督功能何谈之有！

三、两点思考

进贤县自来水公司挪用国债专项

资金案是诸多违法违纪案件中的一个

缩影，为严肃财经纪律，财政部门必

须进一步加强国债资金和其他财政性

资金的财政专户财务管理，加大监督

制约力度，确保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

期、按质、按量完成；同时要以提高

投资效益为中心，及时纠正国债资金

项目管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国家

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得以充分

显现。
魏、汤两人在这一事件中的直接

责任就在于他们身为财务管理人员，

对公司挤占挪用国债资金的行为不但

不加以制止，反而参与弄虚作假，致

使专项国债资金未能充分发挥其作为

“专项”的作用。企业财会人员在工

作上的确面临着诸多矛盾，有时不得

不听领导的话而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并因此而受过。这虽然事出有因，但

作为企业财会人员，特别是企业的财

务负责人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让步

的。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出谋划策理

所应当，但如果是为企业违法违纪出

主意、想办法、弄虚作假，则丧失了

财会人员的起码职业道德，也是为法

理所不容的。魏、汤的教训值得吸

取。
（本文作者 系财政部驻 江西专员

办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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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省
财会人员

管理体制改革的
调查

施安银  郭晓风  王跃宁  吴振芳

江苏省是全国最早对财会人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地区之一。自从

苏州吴县市角直镇于 1990 年率先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并获得成效以来，

省内一些地区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陆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财会人员管

理体制改革，对当地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具体实施形式

江苏省各试点地区对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具体形式有：会

计人员委派制、集中报账制和代理记账制三种。
1、会计人员委派制

即会计人员（包括财务人员，下同）由所有者统一委派、考核、任

免和管理，代表所有者对企业实施直接监督。这是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

革的主要形式，具体包括：（1）委派财务总监；（2）委派主要财务负

责人、会计主管或主办会计；（3）对单位会计人员实行全员委派。如

苏州吴县角直镇，从 1990 年开始，对该镇的镇、村所属集体企业及合

资、股份、租赁、承包等有集体资产的企业全面实行会计委派制，委派

的会计人员包括主办会计、出纳会计、材料会计。其余会计人员的聘

用，则采取由会计管理站选派，或由经营者选聘等形式。南京市自

1998 年 8 月起，分别在该市部分企业集团公司试行会计委派制。具体

做法是：（1）由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其下属企业委派财务总监，

对企业财务会计活动进行监控。建立总经理或法人代表与财务总监联签

制度，企业的一些重要经济事项须经联签批准方能生效。（2）由市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其下属企业委派会计主管，对企业财务会计活动

进行管理和监督。涟水县于 1998 年下半年起，对全县各级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和实行预算管理的其他机关、党政组织实行会计委派制。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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