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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会计与治国理政同行”专栏等形式，围绕中国会计改

革与发展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文章更加关注会计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作用和途径，推出了会计服务国家治理、会计促

进经济“新常态”发展、会计服务宏观决策等系列原创论文。

CJAS比创刊时扩版 75%，投稿量、下载量明显增长，下载量
排名前 10位的机构中，半数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国

家和地区。CJAS文章引用率数据显示，排名最靠前的文章
都是以中国背景下的会计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例如中

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等等，这些“中国

主题”的研究成为了国际学者最关注、最青睐的话题。

四、召开中国会计学会 2017 年常务理事会会议

3月，中国会计学会八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

开，以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

的议案》《关于吸收中国会计学会单位会员的议案》《关于吸

收中国会计学会个人会员的议案》和《关于中国会计学会住

所变更的议案》四项议案，为加强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建设和

规范发展夯实了基础。12月，学会召开了中国会计学会八

届四次理事会及八届七次常务理事会，书面审议了《关于调

整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的议案》《关于吸收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等成为中国会计学会单位会员的议案》和《关

于吸收丁会仁等 101位同志成为中国会计学会个人会员的

议案》。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

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

一、召开工作会议

3月 2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以下

简称预研会）四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常务副会长冯秀华以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更加有效地发挥研究会的智囊作
用》为题，报告了2016年工作情况、提出了2017年工作计划。

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6 年财务收支报告。3月 22日，召

开了年度工作会议。来自 24个省（区、市）财政厅（局）相关

处室和预研会的负责同志 50余人参加了会议。7月，财政部

党组任命王光坤同志为全国预研会常务副会长，按照相关

规定于 9月底顺利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工作。11月 20日，

召开了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工作座谈会。财政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史耀斌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史耀斌在充分肯

定预算与会计研究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要求加快提

升预算与会计研究服务能力，切实提高期刊办刊质量和水

平，加强预研会自身建设。预算司陈新华副司长、国库司娄

洪主任在会上发言。王光坤常务副会长作会议总结，对今后

工作提出具体安排，对近期工作提出初步安排意见，同时要

求地方预研会要加强自身建设。

二、加强研究力度

（一）与预算司联合开展重点课题研究。根据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要求以及财政部 2017年工作重点，经与财政部预算司协商，

确定将“建立科学高效的专项转移支付体系”作为 2017年

重点研究课题。课题组成员单位包括全国预研会、财政部预

算司和河北等 9省财政厅及预研会。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

9省成员单位按照课题方案要求提交了研究分报告。全国预

研会组成专班对研究报告进行系统全面的汇总加工、修改

完善和提炼升华，形成课题总报告报送财政部党组。

（二）成立全国政府预算与会计研究智库。根据财政部

领导在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示精神，经

与中央财经大学协商，由全国预研会委托中央财经大学建

立全国政府预算与会计研究智库。该智库是以业界高端专

业人才资源为依托建立的政府预算与会计理论高端研究和

政策咨询平台，专门从事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为财政改革

发展和预算与会计改革实践提出高质量的理论成果、改革

建议及解决方案。

三、办好《预算管理与会计》月刊

按照财政部领导关于“切实提高期刊办刊质量和水平”

的要求，围绕新时代工作需要，明确了期刊的特征、特点和

特色。宣传国家财政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各项财政改革，

促进预算管理、财政体制和政府会计改革等方面理论研讨

与实务经验交流。全年登载文章 251篇，共 130余万字。

四、做好课题资料汇编工作

将 2016年完成的重点课题报告汇编成《推进我国财政

体制科学化系统研究报告汇编》一书，将 2013—2016年组织

完成的 5项课题研究总报告进行了修订汇集成《构建现代财

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一书正式出版。

五、加强基础建设

一是优化内设机构，对会内机构进行改革，内设研究

部、编辑与发行部、会员工作部和办公室四个部门。二是规

范规章制度，重新修订了《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部门职

责》，制定了《地方征订发行奖励办法》等。三是创新工作方

式，申请创建了全国预研会的门户网站。四是加强队伍建

设，聘请几名具有丰富财政理论知识的退休同志，担任会内

相关机构负责人。聘用一批对预算与会计工作具有一定研

究能力的年轻同志，充实研究力量。五是推动地方预研会工

作，王光坤常务副会长于7、9、11月率调研组赴四川、河南、

广西等省区预研会实地调研座谈，进一步指导和推动地方

预研会组织建设。

（全国预算宇会计研究会供稿，王冠宾执笔）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

一、推进财政支农理论研究工作

2017年，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围绕财政支农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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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
干意见》精神，贯彻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和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加速补齐短板弱项、加快

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推进财政支农理论研究工作，按期完成了《完善农业投入保

障机制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科研任务。

二、开展合作交流

继续与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组委会等单位合作，举

办 2017年村镇银行论坛，宣传财政在服务“三农”工作中的

各项政策。9月，与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组委会、中国金

融杂志社、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

会合作，成功组织了第十届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以金

融科技应用与跨界融合为主题，以如何抓住金融科技带来

的机遇、如何共同打造县镇金融生态为研讨内容，开展交

流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中国银监会原副

主席蔡鄂生到会演讲。财政部金融司相关负责人到会做主

旨演讲。利用这一平台，宣传了农研会在财政支农理论研

究等方面的工作。

三、打造精品期刊

以《当代农村财经》杂志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

二批学术期刊认定为契机，紧紧围绕财政推动农业发展方

式转变、精准扶贫、农村土地流转、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财政

支农政策、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财政对策、完善农业投入保障

机制等问题及时组织专题文章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就有

关热点，向“三农”问题的有关学者专家特约专稿文章，开

辟专版刊登，使会刊在理论研究层面有了进一步提升。全年

共收到来稿 5000多篇，采用稿件约 230篇，其中知名专家学

者特稿、理论研究文章等 20篇。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理论

和实践的宣传，为读者了解当前热点、做好财政支农工作提

供帮助。

与此同时，为使读者及时了解党和国家有关“三农”工

作的政策精神，期刊及时登载财政部和有关部委涉及“三农”

的政策、法规、制度等，并对其涉及的内容进行解读，介绍

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做法，引导和促进对财政支农政策的

落实。

四、加强制度建设

依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 (离 )休领导干部在
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和《民政部退休领导干部在社

会组织兼职兼任领取必要工作经费的说明》，制定了《中国

农村财经研究会关于离退休领导干部在本会兼职领取工作

经费的办法》，规范离退休领导干部在农研会兼职的有关事

项，从制度层面强化了管理，为农研会规范运转打下了良

好基础。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供稿）

中国国债协会

一、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2017年 12月 19日，中国国债协会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

及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刘伟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总结过去 4年工作；选举理

事会、常务理事会，孙晓霞当选协会会长，胡敏杰当选常务

副会长，王敬东、张克秋、许一鸣、郭莽、水汝庆、刘绍统、

刘信群当选副会长，聘任胡敏杰兼秘书长；表决通过了新

修订的《中国国债协会章程》《中国国债协会会费收取办法》

《中国国债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国债协会第四

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中国国债协会会员自律公约》；提

出并通过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二、提高为政府部门服务水平

（一）研究开展地方债信用评级业务自律工作。2月，召

开政府债券业务评价工作座谈会，就国债、地方债承销交易

业务及地方债信用评级存在的问题、原因、对策等听取会员

单位意见建议。3月，召开地方债信用评级公司座谈会，通

报地方债信用评级相关政策要求及地方债承销投资机构和

地方财政部门对信用评级的期望和要求，听取信用评级机

构开展地方债信用评级业务情况介绍及制定地方债信用评

级自律规范的意见建议，研究下一阶段地方债信用评级自

律工作计划安排。

（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配合财政部完成“中英地

方政府债券体系合作发展项目”。财政部与英国驻华使馆联

合开展的“中英地方政府债券体系合作发展项目”，启动于

2016年 7月，国债协会作为项目中方执行机构，积极配合财

政部国库司开展项目各项相关工作。

(三）筹办召开季度国债发行计划座谈会。组织召开有
关季度国债发行计划座谈会，围绕国债发行量、发行频率、

期限结构等问题提出有关季度国债发行计划建议，将有关

建议形成有关季度国债发行计划建议报告，为财政部科学

制定季度国债发行计划提供重要参考。

三、提升为会员服务的质量

（一）举办培训班。5月举办“金融企业债券会计培训

班”，11月举办“2017年度国债、地方债基础业务培训班”，

2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二）筹办召开宏观经济与金融形势报告会。10月在北

京举办宏观经济与债券市场形势报告会，邀请财政部国库

司总会计师王建勋、申万宏源证券和国家信息中心的专家

就政府债券管理改革情况、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债券市场走

势等作专题报告，70余位会员单位的代表参加报告会。

四、扩大国债协会的影响力

在对政府债券市场成员进行梳理后，向潜在发展对象寄

送宣传册，积极宣传国债协会。2017年度共集中发展 20家

金融机构成为协会新会员，对扩大国债协会在政府债券市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
	中国国债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