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面内容，编发9期《行业发展研究资料》，为有关方面的

研究和决策提供参考。

完成了《会计师事务所绩效评价与管理》、《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审核》、《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研究》、《开展

网上誉证业务初探》等4个课题的评审结项工作；研究提出

了《风险导向审计》、《大型企业并购中的资产评估研究》等

21个课题计划，通过招标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行业

研究。同时，完善协会课题研究制度，制定课题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协会的课题招标、评审及管理工作。

七、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提升行业国际影响和

地位

2003年，中注协努力发展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

评估准则委员会、亚太会计师联合会等国际组织，以及外国

和地区行业组织等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与国际同行的相互了

解，进一步扩大了中注协在国际同行的影响力。

2003 年，中注协共先后派出 16 个会议团组参加国际相

关组织的有关活动，组织了 2 个考察团和1 个培训团赴境外

考察、培训；接待境外来访团组25个。

2003 年，中注协继续担任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教育委员

会委员和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委员，并分别在相关领

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继续担任亚太地区会计师联合会理事

会成员和主席，作为主席国的专业团体，中协会在协助亚太

会计师联合会主席，联络、沟通亚太会计师联合会秘书处方

面作了大量工作，为促进亚太会计师联合会会计师组织的专

业合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003 年11月，中注协在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2003 年度

会议上，当选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理事会理事，这是中国会

计界第一次进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最高领导机构。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蔡晓峰执笔）

财政投资评审

一、认真把好评审关，为部内有关业务司局安

排预算和批复决算提供了可靠依据

2003年，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共完成各类评审项目120

个，评审额达251.13 亿元，其中概、预算及竣工决算项目

送审额153亿元，审减5.58 亿元；国债项目的绩效评价、专项

核查、粮库上划审计等其他项目的评审额达98.11亿元。

（一）圆满完成 13 个概、预算项目的评审任务。2003

年，财政部评审中心共评审涉及国防、社会保障、农业等方

面的概、预算项目 13 个，其中概算项目 4 个，送审投资

9.67亿元，审减 1.29 亿元，审减率 13.3% ；预算项目 9

个，送审投资 50.11 亿元，审减1.02 亿元。评审中及时发

现了建设项目超概算、超规模、工程量计算和定额套用错

误、会计核算和项目管理不规范、管理费和设计费超标准等

问题。通过对部门项目预算的评审，为部内有关司局合理安

排项目预算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从源头上节约了财政资

金，在规范项目支出预算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完成了16个基础设施项目竣工决算的评审任务。

2003年，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完成了机场、公路、天然气

工程等 16 个基础设施项目竣工决算的评审，送审投资

82.88亿元，比概算投资审减 5.5 亿元，比送审投资审减

2.98亿元。在竣工决算评审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会计事

项处理不规范，工程量计算、费率套用不准确，高套主材价

格、材料价差计取有误，列支不合理费用、挪用资金等。对

评审中发现的问题在评审报告中及时反映并提出建议，为部

内有关司局批复项目的竣工财务决算提供了可靠依据，在提

高财政资金的有效性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完成了52个200亿斤国家粮食储备库项目的竣工

决算评审和10个粮库上划审计等任务。2003 年，财政部投

资评审中心对52个2001 年安排的200亿斤国家粮食储备库

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评审，送审投资 7.68 亿元，审减2 500

万元。同时，还承担了4个棉花库的竣工决算评审，涉及概

算投资 2.64亿元。通过评审，督促了项目建设单位按规定

编制竣工决算，并为财政部有关司局批复粮库项目竣工决算

提供了依据。另外，还完成了 10 个粮库上划的审计任务，

为财政部有关司局确定粮库上划提供了依据。

（四）完成了12个国债投资的污水处理项目绩效评价和

部分专项核查任务。2003 年，财政部投资中心承担了12 个

国债投资的污水处理项目追踪问效任务，涉及概算投资

12.91 亿元。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合理性、项目程序的管

理、项目投资控制、项目建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项目

财务资金的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追踪评审。通过评

审，摸清了项目的建设、运转情况和实施效果，具体掌握了

项目的财务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情况，及时发现了国债专项资

金专户管理不规范、不及时办理竣工决算造成建设成本增

加、支出不合理、违规预提建设单位管理费等问题。另外，

还承担了国家大剧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等四个项目的核查

及复查，涉及资金85 亿元，及时了解了工程进展和资金使

用情况，并向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提出了投资控制和项目管

理的意见和建议。

（五）继续承办世界银行有关贷款项目专用账户管理工

作，为世界银行贷款管理提供基础服务，并在清收世行和亚

行部分过期转贷款方面取得较大进展。2003 年，财政部投

资评审中心承办了 29 个专用账户的管理工作，办理资金支

付2.55亿美元，向世界银行申请回补资金2.25 亿美元，办

理提款申请报账1 640份，申请回补68 份，并及时办理了世

界银行贷款项目的付款、记账、计息计费、本金和息费收

款、账户管理、债务分割、财务凭证档案管理等工作，为世

行贷款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同时，清理、回收世界银行

和亚洲开发银行转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 1.48 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增加 26% ，其中，督促光大银行清收并按规定向中

央金库缴款 1 亿元，比上年增加 77 % ，直接回收世行转贷

款约4 800万元。

二、全国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全国财政投资评审队伍进一步壮大。截至2003 年

底，全国已成立各级财政投资评审机构451个，比上年增加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了123 个。其中，地市级财政成立直属评审机构201 个，占

地市总数的60.5% ，县（市）级财政成立评审机构217 个，

占县（市）总数的 10.7% ，其中，如广东省 57 个县（市）

设立了机构，占全省县（市）总数的76% ，湖南省 38 个县

成立了机构，占全省县（市）总数的 43% ；全国评审机构

有工作人员3 405人，其中，省级机构 624 人，地市级机构

1 787人，县（市）机构 949 人，专业技术人员占 85%。从

评审机构的性质来看，绝大部分属于各级财政部门直属的事

业单位。在省级财政成立的评审机构中，全额拨款的事业单

位14个，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2 个，事业单位公务员管理

1个，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15 个。在地市财政评审机构中，

有的实行事业单位公务员管理，如承德，有的纳入了公务员

序列，如秦皇岛，有的实行差额拨款，如沈阳。

各级财政投资评审机构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通过全方

位的、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评审人员的政策水平

和业务素质；建立良好的人才引进机制，招聘专家型人才充

实评审队伍，加强评审力量；同时，各地评审机构初步建立

了评审专家人才网络库，有效利用社会各类专家人才为财政

投资评审工作服务，截至2003 年底各地评审系统专家人才

库已网罗机动专业人员2 600多人。

（二）努力完成各项财政评审任务，为国家节约了大量

财政资金。2003 年，全国各级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共评审项

目33 744个，评审金额达到2 6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0% 以上。从项目评审分布看，专项核查评审额 713 亿元，

占总数的27% ；决算评审额655亿元，占 25% ；预算评审

额439亿元，占 17% ；结算评审额380 亿元，占 15% ；概

算评审额 206 亿元，占 8% ；其他 209亿元，占 8% 。从成

效看，概算审减额26.5 亿元，审减率达到12.9% ；预算审

减额58.6亿元，审减率达到12.3% ；结算审减额52.1 亿

元，审减率达到 14.5% ；决算审减 42 亿元，审减率达到

6.4% ；专项审减35.6亿元，审减率达到5.7% ；其他类审

减24.3亿元，审减率达到11.6% 。2003年，财政投资评审

工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决算、结算、预算评审仍然

是评审机构的核心工作内容，三者占总评审额的比例达到

57% ；二是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检查成为近年来评审机构

的重要工作内容；三是概算评审虽然仅占 8% ，但越来越受

到重视，特别是省级及省以下财政的评审机构概算评审的力

度加大，2003 年省级及省以下财政的评审机构共评审概算

196亿元，占全国概算总评审额的95% 。

（三）加强评审操作规范取得新进展。

1.支出预算管理中设置评审环节的制度。北京、四川、

广东等省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在有关制度中明确规

定，由评审中心对项目支出预算进行专项评审，评审结论作

为安排预算、拨付资金的依据。这一制度切实发挥了评审机

构在支出预算管理中的把关作用，提高了项目预算编制及执

行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2.评审机构统一组织项目评审制度。安徽省财政厅有

关处室根据年度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将需要评审的项目统一

委托给评审中心，由评审中心负责建立评审项目库，统一组

织评审；河北省在《省级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及执行管理办

法》（试行）中规定，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统一负责政府采

购基本建设、内（外）装修项目施工图预算、竣工决算的评

审工作。这一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评审机构专司评审的作

用。
3.评审计划运转制度。山东省、山西省在有关规定中

明确，各支出处室每年向评审中心提出需要评审的项目，评

审中心据此编制年度评审计划，根据计划安排评审工作，改

变了过去评审业务安排的临时性和随意性，使评审机构能够

按照项目评审的轻重缓急合理配备力量，保证了项目评审的

及时性，提高了评审效率。

4.对重点建设工程派驻财政监察员制度。长春市财政

局在《关于对我市重点建设工程派驻财政监察员有关事宜的

通知》中授权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预算内投资的基本建

设项目从立项审查、资金管理、项目管理、预算决算审查实

施全过程监督，切实履行了财政部门代表政府合理配置财政

资金的监管职责，保证了财政资金运用的高效、安全。

5.对评审中发现问题的处理制度。云南省纪委、省监

察厅和省财政厅三家联合制订并颁发《财政投资评审中发现

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移交暂行规定》，明确规定“财政部门

所属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在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的工程概

算、预算和竣工决（结）算进行评估、审查中，以及对财政

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有严重违反财经纪

律需追究党政纪责任，或已涉嫌犯罪，且其行为已超出财政

行政处罚权限的，必须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在必要时提

供材料，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查处”。增强了评审的权威性和

威慑力。

（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供稿，刘文军执笔）

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200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人数为 126

万人，其中：初级资格 53 万人，中级资格 73 万人。因受

“非典”影响，考试时间由原定的5月 24、25 日推迟到9月

6、7 日进行。实际出考率：初级资格综合平均为 56.88%

（其中：经济法基础57.73% ，初级会计实务 56.03% ），中

级资格综合平均为 47.44% （其中：财务管理 45.88% ，经

济法 47.77 % ，中级实务（一）52.88% ，中级实务（二）

43.22% ）。据不完全统计，2003 年共有约 8 万人通过初级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率为26.8% ；有 1.9万人一

次通过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四门科目的考试，加上 2002

年、2003年度累计合格的，共有 7.9万人次领到了中级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一、沉着应对“非典”，有条不紊做好相关考务

工作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影响，财政部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及时合理安排，保证了 2003 年

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顺利进行。在考务管理工作

中，一是调整考务日程安排，采取各种措施落实责任制；二

是认真组织试卷保管和运送工作，保证试卷运送不因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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