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开展对分支机构的复查登记

2001 年年底，中国会计学会按照民政部的统一要求，

开始组织分支机构的复查登记工作，要求各分支机构按照民

政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以及《全国

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复查登记工作方案》等文件

规定进行全面清理和整改。2002 年，通过对各分支机构财

务、内部管理和开展活动的摸底以及根据各分支机构的申请

和提交自查材料的情况，中国会计学会秘书处提出了对分支

机构重新登记的方案。

五、积极参与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有关

工作

世界会计师大会是国际会计界的奥林匹克盛会，每五年

举行一次，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六届是第一次在中国领土举行

的世界会计师大会，意义非常重大。中国会计学会作为协办

单位，承担了中方代表的遴选等组织工作，为保障大会的圆

满成功做了贡献。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喻  灵执笔）

中国税务学会

一、税收理论调研活动

2002 年中国税务学会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确定了 9 个

课题，这些课题是：税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问题研究；我

国加入 W TO 后的税收对策研究；完善税制问题研究；开征

社保税的可行性研究；税收调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农业税

收制度改革问题研究；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强化管理机

制问题研究和税收信息化建设的研究。9 个课题组在广泛深

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调研成果研讨和交流。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会 2002 年确定了 4 个课题，完善

增值税制研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政策研究，我国加

入W TO 后的税收对策研究，西部大开发与税收政策研究。

学会已将这 4 个课题的研究报告编入《税收学术研究丛集》。

在群众性调研和学术委员专题调研的基础上，中国税务

学会于11 月召开了全国税收理论研讨会。共收到学术委员

及各课题组的论文 53 篇，课题观点综述 9 篇。论文和观点

综述汇编为《2002 年全国税收理论研讨会文集》。

二、税收宣传活动

2002 年 4 月，中国税务学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第二届

税收电子化展览会暨研讨会”。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学

会的领导出席会议，税务系统、中外 IT 企业、新闻媒体等

近300 人参加研讨会。有关专家作专题演讲，媒体、国家税

务总局信息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企业采取对话方式对税收

电子化现状、困难及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50 多家企业

参展，全面集中地展示了税务行业使用的计算机、通讯设

备、税控收款机、信息管理系统、呼叫中心查询系统、税控

打印机系统等最新技术和产品。这届展会受到了国家税务总

局和一些中央部委领导的肯定，得到了各省市国地税信息中

心和中外企业的好评。

三、开展评选活动

2002 年 8 月，中国税务学会在天津武清县进行第四届

全国税收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和先进税务学会的评选工作。学

会共收到各地的参评作品 263 篇（本）和33 个税务学会的

参选申请。9 月，经中国税务学会、国家税务总局和有关院

校专家教授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审定：全国税收学术研究优

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7 本，二等奖 10 本；论文类一等奖 40

篇，二等奖93 篇，三等奖 91 篇，鼓励奖 14 篇及荣誉奖 8

篇。学会还评选出 16 个全国先进税务学会并报请第四届常

务理事会通过。

四、对外交流活动

2002 年 4 月，中国税务学会与台湾租税研究会在北京

举行第十六次海峡两岸税务交流。这次交流的主题是农业课

税及相关政策问题。税务学会就“农业税收基本制度和农业

税费改革”作了学术发言，台方向税务学会介绍了“台湾地

区田赋制度”和“田赋沿革及停征的情况”。9 月，应台湾

租税研究会的邀请，由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杨崇春为团长的

中国税务学会代表团一行 15 人赴台，参加2002 年税务学术

研讨会暨第十七次海峡两岸税务交流。研讨会的主题是：现

行税收制度及改革趋势、税收电子信息化、税收征收管理。

2002 年 7 月，中国税务学会与韩国税务学会在深圳举

行第三次学术交流会。交流会的主题是“电子商务与税收”。

中方就“电子商务状态下税收政策的选择”、“电子商务与未

来税收政策取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与电子税务局研

究”、“信息时代的税收征管”作了专题发言。韩方也就“数

码经济与税收政策”、“对国际电子商务的有效征税方案”、

“对电子商务的税收优惠探讨”、“对我国电子完税证的利用

有关状况以及改进方法的研究”作了专题发言。

2002 年 7 月，中国税务学会与香港税务学会进行税务

交流。两学会就税制改革、征收管理、税收负担及信息化建

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9 月，应加拿大财税研究协会和巴西财税研究院的邀

请，以中国税务学会会长金鑫为团长的中国税务学会代表团

一行 4 人，赴加拿大、巴西考察。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财税

研究协会和巴西财税研究院等，并就税收制度、学会建设以

及加强交往等方面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中国税务学会供稿，郭晋美执笔）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

一、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强对国资体

制的研究

为了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学会组织召开了有中央

企业工委、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机

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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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真抓好所属四个专业委员会复查登记工作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以及民政部对“二级社团”复查登

记的有关规定，学会对所属四个专业委员会复查登记工作及

时进行了布置。各专业委员会按照文件的规定，认真进行了

自查，在自查过程中有的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在京的常务理事

会，冶金分会、青年总裁委员会分别召开了会长和常务理事

会。四个专业委员会自查工作按期结束。其中建材分会、地

矿分会提出建议撤消的报告，冶金分会、青年总裁委员会建

议继续保留。

三、积极推进课题研究和中远集团试点工作

2002 年开展“两个课题研究，一个企业内部监控机制

试点”。两个课题：一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

问题；二是如何完善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一个试点，即中

远集团企业内部监控试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激励与约束

机制课题》已拟定了课题计划，并与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

联合召开了“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讨会”，对课题进

行了补充完善。学会还完成了《完善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

课题初稿，起草了《中远集团公司内部监控试点》方案，并

与中远集团对试点方案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共识。

四、努力为理事服务

为了提高学会的凝聚力，想理事所想，帮理事所需，尽

量多为企业理事单位做一些实事，帮助企业理事解决企业改

革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学会主动为企业协调与有关部门关

系，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协助企业了解农用税费政策等问

题，使企业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组织有关专家为

企业改制“诊断”，解决其转制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其咨

询服务；为上海、四川理事单位组织安排著名经济学家授

课；深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改革情况，针对经济结构和国

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出主意想办法。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供稿，阎景隆执笔）

进出口总公司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和河北、吉林、内蒙古等

地代表参加的“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会后

整理了一期近6 000字的《座谈会简报》，受到各界好评。组

织召开了驻京部分企业理事“学习十六大精神、推进国企改

革研讨会”和“部分京外企业理事单位驻京办主任座谈会”，

领会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学会为宣传贯

彻十六大精神，还积极为报刊撰写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文

章，如《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新体制》、《设置国资委

不可一刀切》等。

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

一、科研工作

（一）2002 年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组织研究并基本完成

三个专题。

一是关于“预算会计运用权责发生制”问题的研究。会

计课题组写出的《预算会计运用权责发生制的具体建议》，

对我国深化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以及在预算编制中逐步有选

择地采取权责发生制方法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二是关于“财政在银行存款计息、银行办理国库业务计

费”问题的研究。“国库管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对计息的

范围、利率确定的原则与具体比例、代办手续费计算等主要

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三是关于“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与“会计集中核算

制”区别问题的研究。“预算会计”课题组经研讨，写出研

究初稿，从理论上、政策上作了论述。

（二）地方的科研工作。华东地区各省市财政厅（局）

预算处、国库处和研究会召开了第 16 次座谈会，就深化预

算管理制度及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地方面

临的问题及对策、预算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等议题作了研

讨，提出许多好的观点和建议。中南地区召开第 13 次课题

研讨会，集中研讨和交流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部门预算、

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农村税费等项改革的经验和做法。其他地

区的研究会，也以不同的形式开展了科研活动。

二、《预算管理与会计》月刊的宣传与发行工作

2002年，《预算管理与会计》月刊在宣传报道中以围绕

“实用”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时传递国务院、财政部有关财

政改革的政策精神、指导方针、实施办法和工作部署，交流

各地区、各部门推行财政改革和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的经验，

反馈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基层工作同志对财政改革的认

识、意见、要求和建议。月刊设置的 “预算会计理论研究”

“预算会计核算”、“预算会计管理”三个栏目，每一期都用一

定的篇幅，刊登具有理论性、操作性的文章。为开阔读者视

野，月刊发表了有关公共财政理论、规避财政风险、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强化预算外资金管理以及国外经验等方面的研

究论文30 多篇。

三、各地研究会召开换届大会或理事会

2002 年，各地研究会按期进行了换届大会或理事会议。

如北京市研究会召开二届五次理事会，讨论批准了市研究会

所作的2001 年工作总结和2002 年工作安排。该会2002 年还

被市民政局、人事局、社科联评为北京市“先进社会团体”。

江苏省研究会召开换届选举工作会议，选出新一届的理事、

常务理事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上海市研究

会召开二届五次理事会，讨论并通过了上届理事会的工作报

告。广东省研究会召开二届五次常务理事会，增补常务理事，

并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供稿，李晓波、赵伯坤执笔）

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

一、继续组织农村财政课题调研活动

2002 年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紧跟形势，结合农村税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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