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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与会计人才评价工作 

2015年，会计资格评价中心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活动 ；推进“互联网+考试”行动，开展中级会计资格

无纸化考试改革试点 ；做好考试安全风险防范 ；着力考试

内容优化，加强教材和题库建设，持续完善测评标准 ；创

新会计人才服务方式，积极探索考试后评价载体，促进会

计人员职业发展。“十二五”期间会计资格评价中心成功组

织了985万人次参加的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试

合格人员为143万人。其中，初级会计资格106万人，中级

会计资格31万人，高级会计资格6万人，为全面深化改革

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会计人才支撑。

一、深化会计资格考试改革，推进“互联网+考
试”

（一）初级会计资格无纸化考试顺利实施，中级会计资

格无纸化改革试点取得成功。2015年度初级会计资格无

纸化考试报考考生128.9万人，有25.41万人取得初级会

计资格证书。其中，《经济法基础》科目通过率为37.43%、

《初级会计实务》科目通过率为35.08%、综合通过率为

28.01%。报名参加中级会计资格无纸化考试改革试点的考

生为4.29万人，有2923人取得合格证书。为保障会计资

格无纸化考试顺利进行，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印发无

纸化考试工作（试点）方案。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及早印发

《2015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无纸化考试及中级

资格无纸化考试试点工作方案》。二是修订考务规则。修订

并印发《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无纸化考试考务规则》、《全

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无纸化考试考场规则》、《全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无纸化考试监考规则》和《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无纸化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针对考生信息安

全管理面临的严峻挑战，印发《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考生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为有效防范考试成绩数据管

理相关风险，制定印发《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

数据管理办法》。三是完善全国会计资格考试系统。对初级

资格无纸化考试系统进行完善，从考生便捷性出发，对中

级资格无纸化考试主观题进行了设计和技术攻关，实现了

初级、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系统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组织力

量对试点地区的考场环境和硬件情况进行检查，升级考试

机房硬件设备，优化考场布局，开展考试系统压力测试等。

四是积极服务考生。制作发布2015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初级资格无纸化考试操作指南、答题演示、模拟答题操作

练习系统和中级会计资格无纸化考试试点主观试题输入作

答技巧与说明等，帮助考生熟悉考试系统的操作及注意事

项 ；就2015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格考试有关

问题答记者问 ；安排网上咨询平台和值班电话，及时为考

生答疑解惑 ；聘请第三方软件系统安全检测单位，对全国

考试报名系统进行全面检测，堵塞漏洞，降低考生个人信

息泄露风险。

（二）着力考试安全风险防范，中、高级会计资格纸笔

考试平稳顺利。2015年全国中级会计资格纸笔考试报考

考生74.8万人，有6.86万人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其

中，《财务管理》科目通过率为36.32%、《经济法》科目通

过率为31.79%、《中级会计实务》科目通过率为29.73%，

综合通过率为17.64%。全国高级会计资格考试报考考生

3.99万人，有0.98万人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通过率为

44.26%。 2015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首次在上、

下半年各组织一次，为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及平稳顺利，

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细致扎实做好会计资格

考试相关工作。一是印发《关于进一步抓好考务管理 确保

2015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格纸笔考试顺利进

行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要求和纪律。二是强化

考试监考和考场巡视。考试期间共组织5个巡视组对部分

考区进行了考试巡视，并加强与公安、工信等部门的协同

配合，净化网络环境，严厉打击考试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

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

理违规违纪考生1706人并向社会公告。

（三）优化考试内容，加强教材和题库建设，不断完善

测评标准。一是不断提高考试辅导教材编写质量。为适应

经济改革发展新要求和经济法律法规新变化，修订了2015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增加和优化了战略、投融资、

成本管控、预算管理和业绩评价等管理会计内容。二是加

强题库建设，精心组织命审题工作。根据考试时间变化，调

整命题工作，改进征题工作方案，加强试题质量控制，开发

试题难度比对预测及试题反馈分析系统，强化安全保密监

管，顺利完成会计资格考试命题及印制、电子试卷制作等

工作 ；2015年度初、中、高级会计资格考试试题质量较好、

信度较高，其中初级资格无纸化考试各批次试卷信度系数

均在0.70以上，中级《财务管理》科目信度系数0.81、《经

济法》科目信度系数0.80、《中级会计实务》科目信度系数

0.81，高级《高级会计实务》科目信度系数0.73。三是精心

组织评卷工作，不断提高评卷质量。召开全国评卷工作会

议，布置评卷工作，科学制定2015年度中高级会计资格考

试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 ；细化评分标准，妥善解决网上评

卷环境下对考生答错位置的信息处理问题，积极推进区域

性网上集中评卷试点，不断提高评卷质量和效率。

二、遵循人才发展规律，创新会计人才服务方式

做好全国会计资格考试“金银榜”发布工作。2015年，

金榜上榜人数为385人，其中，初级138人、中级116人、

高级131人；银榜上榜人数为3202人，其中，初级1106人、

中级1043人、高级1053人。推进会计人才评价机制创新，

借力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和微信平台，延伸会计资格考试

服务链，丰富完善“优秀考生跟踪评价计划” ，通过编辑

《管理会计师&会计职业生涯》电子杂志、充实财会法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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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等，为进入“优秀考生跟踪评价计划”的人员提供学习

交流平台和职业资讯。截至2015年末，优秀考生入库人员

近12800名，比上年同期增长35%。做好会计人才“网上超

市”，促进会计人才交流，加入“会计人才网上超市”进行

人才展示的有5666人。

加强会计考试改革与理论研究。围绕会计资格考试改

革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了 “会计资格考试等值

与题型改革研究”、 “信息技术在会计资格考试中的应用研

究”、“无纸化考试方式下的考务管理研究”、“预算会计能

力框架研究”、“我国会计人才供求状况研究”等课题研究，

并对已结题的研究课题择优编印《研究资料》。开展国际交

流与合作，借鉴国际经验，不断提升我国会计资格考试专

业化和国际化水平。经批准，2015年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加

入国际考试业联合会（ATP）并参加ATP第16届年会，同

国际会计组织开展会计项目合作与研究。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供稿，胡 诚执笔）

清洁基金与PPP工作

一、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工作

2015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PPP中心）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重要部署，努力巩固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下称“清洁基

金”）有偿使用业务，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加强国际交流与

合作，推动清洁基金业务与PPP平台工作的协同发展，更

好地服务于财政改革发展大局，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一）规范制度，优化流程，确保风险可控。清洁基金

进一步加强内控建设，对业务架构进行梳理，明确职责，

规范流程，编制《内部控制操作规程》，对43个关键岗位和

9个高风险岗位做出全面规范，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

授权，形成分权制衡机制，确保业务安全运行 ；总结前5

年委托贷款项目实践经验，完善制度，出台《清洁发展委托

贷款操作指南》（第二版）《基金申报项目风险评审案例汇

编及解析》《风险管理委员会与会委员问题汇编解析》；项

目尽职调查与风险评估能力进一步提升，严格进行项目尽

职调查与风险评估，严控项目风险。

（二）创新为要，融合发展，构建业务平台体系。

1.清洁基金有偿使用业务顺利拓展，管理日趋成熟。

结合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方向，有偿使

用资金优先支持应用前景广、行业代表性强、技术成熟度

高的低碳项目，鼓励和支持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促进

低碳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2015年，审核通过42个有偿使用

项目，覆盖17个省（市、自治区），贷款金额合计24.33亿

元，撬动社会资金149.38亿元，项目年碳减排量近236.53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此外，2015年，清洁基金管理中心、省

级财政部门和专业机构三方合作，对2014—2015年期间结

项的39个有偿使用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全面、客观、

科学地评价项目的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

2.赠款支持持续有序。继续通过赠款支持国家和地方

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的政策研究和能力建设。根据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总体行动部署，清洁基金共拨付112笔赠

款项目资金，金额达1.01亿元。全年累计安排11.25亿元

赠款资金，支持522个赠款项目，涉及国家和地方层面的

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政策研究、能力建设和宣传等领

域，包括碳市场机制研究和试点。

3.业务渠道拓展与融资机制创新齐发力。清洁基金拓

展与大型国有企业、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从

而拓宽基金业务领域、创新工作机制，形成新的业务增长

点，推动基金有偿使用工作的有序发展，有效发挥基金“种

子资金（指专门投资于创业企业研究与发展阶段的投资基

金）”作用，实现资金效益和减排效益的双赢。在创新市场

化渠道方面，开展市场化担保模式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与上海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申能财务”）联合开

展市场化担保模式的合同能源管理（EMC）融资创新贷款

项目。清洁基金向申能财务提供优惠贷款6000万元，通过

申能财务专项转贷给合同能源管理项目。2015年，申能财

务成功签约8个项目2.32亿元。项目完成后，预计年均实

现温室气体减排1.5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分享节能

效益9806万元。此外，与陕西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探索运用

市场化担保机制开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在创新融资机制

探索方面，一是与部分省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二是开展

发起设立绿色低碳投资基金准备工作。三是与商业银行及

金融机构探讨开展低碳专项理财，清洁基金投入6000万

元，与招商银行共同支持京能集团旗下北京东北热电中心

京能燃气热电厂工程和北京海淀北部燃气热电联产项目工

程，为北京市环境治理添薪助力。四是推进与国际金融公

司（IFC）合作开展的“中国节能减排融资（CHUEE）”项

目，CHUEE江苏项目有序推进，江苏银行全年共发放能

效贷款30笔，纳入CHUEE风险分担4.70亿元，年减排

164.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借鉴CHUEE在江苏省的成功

经验，清洁基金还会同财政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山东省财

政厅、IFC和日照银行联合开展CHUEE山东项目。

（三）深化合作，引智引资，促进国际最佳实践本土化。

清洁基金继续推进与国际机构的合作，在气候融资、知识

合作、能力建设等方面探索务实合作机会。与国际金融公

司（IFC）、上海市政府联合举办中国绿色低碳融资国际论

坛，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欧洲投资银行（EIB）、绿色气候

基金（GCF）、全球环境基金（GEF）等国际金融机构探讨

开展资金合作，推动国内绿色低碳发展。执行亚行“中国气

候融资创新模式”项目，探索符合清洁基金特点和我国国

情的创新气候融资模式。

（四）深度研究，建言献策，做好智库。围绕绿色低碳

发展，推动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减排等热点难点问题，

清洁基金编译、出版《绿色投资手册》《加州零排放车积分

交易制度》等系列专著和报告。开展气候融资议题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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