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7000 多户，升级单位 1000 多 户，分别占 总数的

81% 、12%。该市有 86%的单位健全了岗位责任制，有

96.3%的单位建立和健全了会计核算和各项会计管理

制度，他们还通过开展会计咨询服务，解决企业会计核

算和业务上的疑难问题 516 个，使这些单位增收节支

800 多万元。河北省平泉县会计局成立以后，号召财会

人员为提高经济效益献计献策，1 990 年，全县会计人员

提出合理化建议 305 条，被采纳后取得经济效益 187 万

元。

对成立会计局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认为，国务院提出

要精简机构，压缩行政编制，成立会计局与上述精神相

悖；有的还提出，会计局目前没有自上而下统一要求成

立，因此对已成立的会计局的生命力如何持怀疑态度。

二、关于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

会计局如何对会计人员实行专业管理，管到什么程

度，从目前已成立的 20 家会计局看，做法各异。

从管理的范围看，有的只管行政事业单位的主管会

计；有的管到企业、事业单位的会计负责人；有的则管企

业、事业单位包括出纳在内的所有的财会人员。

从管理的方式看，基本上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

两种。采取直接管理方式的，如湖北老河口市会计局，

现已对 18 户国营企业的 155 名会计人员进行直接管

理。这些会计人员的调动、晋升、奖惩，以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的任免等，都由会计局直接办理。但工资、住房等

仍由用人单位管理。采取间接管理方式的，占目前成立

会计局的大多数。具体做法是：对会计人员的任免、调

动，必须首先征得会计局的同意，签署意见后，根据干部

管理权限，由所在单位按有关程序办理；对会计干部业

绩的考核，则通过会计证管理等形式进行。

从已成立的 20 家会计局的工作实践看，大家比较

倾向于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主要原因是：符合现行的

干部管理体制，不会与其他部门“撞车”；与《会计法》、

《企业法》精神一致；与会计局现有的干部力量相适应。

三、问题与建议

1.要加强对会计局工作的指导。不少同志反映，由

于没有统一的要求，各地会计局的工作各自探索，工作

职责不清。上级没有机构，又没有上级的文件规定，实

际工作中遇到难题无法解决，工作难度较大。因此，要

积极探索省级和国家级会计局成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未成立上级机构之前，财政部的主管会计事务工作的

部门，要加强对会计局工作的指导，用制度、政策实施统

一管理。要逐步改变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部门插手会

计事务管理、工作相互交叉影响的混乱局面，由会计局

把这些工作逐步统起来。

2.要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会计局的成立是一个

新生 事物，没有固 定 的 模式和 现 成的 经验 ，要在实 践 中

不断探索和完善。代表们反映，由于宣传得不够，有的

会计局的工作得不到企事业单位和部门领导的支持，工

作难以开展。有的地方虽然制定了会计工作的管理办

法，对会计人员的升迁、变动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但一

涉及部门之间的切身利益就行不通了。有关部门不表

态，就出现“梗阻”现象。因此，会计局要做好工作，还需

要同有关部门协调，还要同组织、人事、劳动工资等部门

建立一整套考核、审批办法，以顺利开展工作。大家一

致认为，会计局这支新葩有没有生命力，全靠努力工作，

干出成绩来回答，因此，会计局要积极处理好上下左右

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共同协商，把工作做好。

3.要解决会计管理工作业务经费不足的问题。目

前，会计事务管理工作内容多达十几项，但长期以来，经

费没有保障，财政部门应重视这一问题，积极解决会计

局的经费及会计培训业务费等，应将“会计事业费”纳入

国家预算，以保障会计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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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召开首家工业企业计算机

代替手工记帐评审会

8 月 14 日，北京市财政局召开了光华木材厂计算

机代替手工记帐评审会。评审小组分成三个工作组，对

其软件技术、电算化管理制度、计算机记帐结果是否符

合会计制度要求三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考核，并

对甩帐要求的各种必备、必要条件进行了逐项打分。由

于该厂采用的软件适当，操作管理制度严密，应用条件

较成熟，最后以总分 921 分的成绩通过了评审。本次评

审是全国木材行业和北京市工业系统首家通过的甩帐

评审。原北京市副市长、市顾委副主任、市电子学会名

誉主席陆禹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为该厂提供商品软件

的用友公司也派员出席了会议。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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