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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待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各省市财政和税

务系统参观团队 150余个。为做好观众参观接待工作，博物

馆从以下方面着手加以改进：一是做好展厅服务工作，在

展区入口处增设了馆内导览，更新了导览内容，重新印制展

厅说明，方便观众参观。二是加强展厅维护工作，落实展厅

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检制度，保证设施设备正常运转。要求每

周必须安排专人对展厅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以发现展

厅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维修，确保展厅设备

全天候运行正常。三是改进展厅讲解工作，加强讲解人员培

训和管理，提高讲解水平，为观众提供良好的讲解服务。博

物馆针对讲解任务重和次数增多的情况，招聘两位讲解员，

并安排新录用的讲解员到外单位接受培训；同时对展厅讲

解词进行更新和完善，使讲解内容能及时反映最新的财税

历史研究成果。

2017年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和税务专家会议在杭州

召开。博物馆作为会议社会活动承办单位，接待了包括金砖

国家税务局长及专家在内的 30余位中外贵宾，向其展示和

讲解了中国传统财税文化、中国财税发展历史和成就，进一

步加深外宾对我国悠久财税历史文化的了解。

 二、推进财税历史学术研究交流，加大财税文化
宣传力度

一是组织召开国内财经类博物馆联席会议，深入讨论

财经类博物馆如何服务于财税历史和财税文化的宣传教育，

如何为当今财税改革提供借鉴，如何加强馆际交流、共促

发展等内容，研究具体交流合作事宜，建立交流合作机制，

推进了财经类博物馆际的交流与合作。二是组织开展中国

近代财政税收历史发展研究。在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清晚期和民国期间我国财政税收发

展历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组织起草完成了“中国近现代财

税历史陈列”布展大纲，组织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教授对布

展大纲进行论证。三是配合会计历史文化研究，与中国会计

学会合作开展全国会计类博物馆馆藏文物文献登记工作。

四是开展中国盐政与财政方面的研究，编写出版《中国财税

博物馆藏品精选》。五是设计开通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丰富

博物馆网站内容，在《中国文物报》《中国财经报》等媒体发

表推介博物馆展览的专题报道，进一步拓宽宣传工作覆盖

面，加大财税历史文化宣传力度，扩大博物馆在财税系统和

文博系统的社会影响。六是组织开展“国际博物馆日”“税法

宣传月”等主题活动，充分利用博物馆的财税历史文化资源，

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服务功能。七是加强与财科院等科

研机构的学术合作，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等

院校合作建立课外教学基地，为财经类专门人才的培养提

供教育实践平台，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做好文物征集保管工作，提升文物管理水平

一是针对博物馆实际，重新调整文物征集工作思路，提

出文物征集重点保证展厅布展需要的文物征集原则。2017

年博物馆先后派出人员赴新疆、陕西和山西等地文物部门

收集文物征集信息。在文物征集过程中，严格按照文物征集

内部管理控制制度的要求，强化程序性控制，完成了全年的

文物征集任务。二是完成馆藏文物资产全面清查工作，进一

步推进文物资产管理的规范化。在 2016年文物清查的基础

上，对文物资产进行全面重新核对。对于核对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按照规范化管理的要求进行了处理，做到文物资产账

与文物实物和文物入库单相符。三是增添文物保管设备，改

进文物保管条件。对文物库房门禁及监控系统进行了升级

改造，根据馆藏文物分类及形体特征重新设计制作文物保

管架，为文物藏品科学化管理提供了条件，进一步提高了文

物安全保管系数。四是组织开展馆藏文献资料的清查，完成

文献资料的初步清理。按照馆藏文献资料分类管理的要求，

对馆藏文献资料进行了清理、拍照、登记，摸清了文献资料

的家底。2017年被评为“浙江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先进集体”。

四、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实现全年安保无事故

一是完成设施设备节能自动控制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

随着博物馆设施设备节能自动控制系统项目的完工和投入

使用，提升博物馆设施设备节能信息化水平，做到对全馆用

电设备的全方位监控，提高全馆用电安全系数，提升节能效

率。二是修订完善并实施新的安全保卫工作内部管理控制

制度，严格并细化对安保工作的具体要求；全年实施馆内

安保人员 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对安保公司安全保卫工作

的监督检查，馆内安全保卫工作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三

是做好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代表来馆参观的相关安保工

作，保证外宾顺利参观。四是做好馆舍内部维修维护和外部

环境的综合整治，排除安全隐患，保障馆舍安全，提升博物

馆整体形象。博物馆安全保卫工作全年无任何安全事故发

生，被杭州市公安部门评为“平安示范单位”。 

五、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一是根据内部控制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

管理控制制度，重新修订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因私出国

（境）管理风险内部控制操作规程，研究制订安全管理总则

等 5个安全管理内控制度，为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了制度

保障。二是加强预算管理，落实预算执行进度，提高预算资

金使用效益，圆满完成全年预算安排的任务。三是在资产全

面清查的基础上，改进馆内资产管理，进一步落实资产管理

责任制。四是将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内嵌入OA系统信息化
管理服务平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强化流程控制，实现过程

留痕、责任可追溯。五是继续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巩固巡视

整改成果。

（中国财税博物馆供稿，刘  佳执笔）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工作

2017年，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以下简称函校）按照财政

部党组赋予的职责，认真执行年度培训计划，积极融入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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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工作，服务基层财政管理水平和基层财政干部能力提

升。全国财政基层培训工作稳步开展，财政系统开展民生政

策培训（支农政策培训）60.5万人次，开展乡镇财政干部培
训近 8.2万人次。函校累计组织举办 12期培训班，共计培训

基层财政干部 1949人次。同时，组织开展远程网络培训，全

年在线学习人数达 6679人次。

一、做好组织指导工作，推动基层培训深入开展

（一）及时印发计划要点。印发《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2017

年工作计划要点》《2017年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培训班计划》，

为各地培训工作开展提供参考，提高培训工作的计划性、规

范性和指导性。

（二）广泛开展工作调研。分别就基层培训内容、组织管

理、远程教学、培训教材，以及更好开展财政基层培训工作

等开展基层调研和听取业务司局意见建议，提高培训工作

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举办 2017年全国财政基层培训管

理工作研讨班，召开部分省（区、市）财政基层培训工作座

谈会，交流各地的创新做法和务实举措，共谋财政基层培训

工作发展。

（三）发挥信息平台作用。全年共编发 6期《财会教育信

息》，做好函校网页管理工作，做到培训情况上下通达，工

作沟通顺畅高效。继续做好培训信息系统人员管理、服务咨

询和技术维护工作，严格执行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规定，确保

系统安全平稳运行。

二、对接财政主体业务，做好培训示范引导

（一）立足服务基层财政管理和基层财政干部能力素质

提升，做好相关培训工作。与财政部预算司合作，举办了四

期基层财政管理培训班和两期预算绩效管理培训班；与财

政部农业司联合举办一期农村综合改革政策培训班；财政

基层示范培训班邀请财政部内业务司局领导或相关领域专

家，重点围绕宏观财政经济形势分析、相关政策措施宣传和

重点工作推进进行讲解，帮助学员开阔视野，提高站位，增

强宏观思维、大局意识，推动相关财政政策的落地执行，促

进基层财政管理工作的规范科学。同时，培训班坚持在每期

财政业务培训中嵌入财经纪律教育，提升基层财政干部依

法理财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

（二）对接财政改革重点任务，拓展基层培训内容。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改革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分别是 2017年着力

推进和中央高度关注的重大改革任务，根据财政部领导的

批示，函校采用多方联合的方式及时跟进培训服务。举办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专题培训班，一次性培训近 400人。与

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联合举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培训班，

共计 384人参加了培训学习。

（三）发挥示范培训班信息收集反馈功能，搭建政策执

行者与政策制定者的沟通渠道。通过多种形式收集基层在

财政政策执行中的意见建议，增强沟通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充分发挥示范培训的综合效应。将收集的书面材料及分组

讨论或专题座谈发言记录分类整理，提交财政部相关司局

参阅。

（四）加强学员横向交流，强化示范培训的交流平台作

用。在各期培训中，先后推荐了省、市、县三个层级的 22家

单位，分别围绕“县乡财政管理”“预算绩效管理”“农村综

合改革”“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等四个专题进行了分享

交流，促进了学员间的互学互鉴，共同提高。

三、做好培训保障，提升培训工作质量和效益

（一）加强队伍建设，保障培训质量。举办了 2017年全

国财政基层培训师资培训班暨组织管理工作培训班。培训

班既针对师资和组织管理者均应了解的财政形势与相关财

政政策安排了共性课程。同时又根据两类人员不同的培训

目标，设计了差异化的教学内容，满足了基层师资和组织者

对知识和技能的不同需求。

（二）加强教材建设，满足培训需要。配合支出经济分类

科目改革工作，与财政部预算司沟通协商，组织编写出版了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讲解》教材并用于培训工作。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档案管理实

务》两本教材的评审并交付出版。

（三）加强远程培训网站建设，提高培训效益。一是完成

了函校远程教育平台的升级改造工作，为各地开展预算绩

效管理网络培训等提供教学支持。二是及时组织录制了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培训班的相关课程，配合财政部预算

司推出了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网络专项培训。三是加大

网络培训课程开发力度，录制了“财政体制管理与改革”等

17门财政类培训课程，更新了“数字经济与新实体经济”等

19门综合类培训课程。四是将通过评审的 12项课题研究成

果在函校远程教育网发布，实现研究成果的共享。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供稿，辛玉红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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