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防范”等28篇文章为个人二等奖。

四、做好宣传咨询培训工作

研究会会刊《涉外税务》先后获得“全国经济类核心期刊”、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双优期刊”称号，得到了财政税务界以及社

会各界的赞誉。2002 年原编辑部升格组建杂志社，充实了专

业人才。9月 5 日杂志社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提出了未来发

展方向：积极创造条件发行理论版、实务版和英文版。

在税收咨询工作方面，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充分发挥其

在国际税收、涉外税收方面的特长，依托地方税务机关和社

会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培训工作紧密围绕税收工作中心，结合企业需要，采取

独立办班、与各地研究会或社会力量联合办班形式，全年共

举办各类培训班21 期，参加培训人员1 240余人次。培训班

采取培训与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面向企业财会、办税人员，

提供优质的培训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启动“税法远程教育培训工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依

托教育部远程教育网络，成立了“远程教育培训中心”，并于

2002 年9 月布署了全国开展税法远程网络教育工作。在全国

范围内对纳税人进行税法远程培训。2002 年 10 月，研究会

印发了《关于成立税法远程网络教育教材编审委员会的通

知》，正式组成编辑委员会开展工作。11 月，税法远程教育

培训网管理、操作规程培训会议在京举行。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中国税务

报》2002 年多次派人参加并多次报道研究会的有关活动，中

央电视台对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税法远程网络教育工作会议”

进行了报道。为积极宣传国际税收科研成果，2002 年由中国

税务出版社出版的《2001 年国际税收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扩

充为两册，增加了容量，开阔了交流的窗口。

五、开展国际交流

2002 年研究会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实现了从国内研

究到国内外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新突破。10～11 月，研究会和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互派专家小组，合作完成“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之后的税制改革”课题研究，初步达成以下合作意向：

一是进一步加强双方今后在课题研究方面的合作。二是开展

双方在人员培训项目上的合作。三是加强与税收有关的信息

资料交流，如将荷方的《每周税收新闻》和中方的《涉外税

务》建立互换关系。四是双方合作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五

是合作建立税收网站及出版《涉外税务》杂志英文版。

2002 年 6 月以日本行业管理咨询协会会长、事务所经营

研究协会会长神佳右先生为团长的中日市场经济视察研修团

一行 9 人访问北京，双方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供稿，郭平壮执笔）

中国国债协会

一、理论研究和市场调研活动

2002 年 4 月，协会同有关部门在西安联合举办“中国债

券市场开放与创新国际研讨会”，刘鸿儒副会长和银河证券公

司朱利总裁作了题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趋势——创新与国

际化”的主题报告。9 月，协会同有关部门在东莞市举办了

“国际债券市场先进技术与金融创新研讨班”，邀请政府有关

部门的领导以及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的资深专业人士，就国

际债券市场的先进技术与金融创新的理论与实务操作等问题

进行了专题讲演。

2002 年 5 月，协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国际

金融商品展暨2002北京·金融创新论坛”。30 多家中外知名金

融机构展出了金融商品并参加了论坛，数万人参观了展览。

此外，协会还结合国债发行情况和国债市场的变化，先后

在北京和无锡召开了国债承销团成员座谈会，研究探讨银行间

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国债市场面临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思路。

二、出国培训工作

2002 年，为适应入世需要，协会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

会合作，组织了赴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三个出国

培训团，共培训会员 53 名。通过出国培训，使会员们有机会

接触国际债券市场的前沿，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先进国家证券

市场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为我

国国债市场培养了一批国际型的专业人才。

三、升级改造国债信息平台

2002 年，协会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有关

单位的支持和协助下，着手将原有的信息平台改造成专业的

信息网站，并设计完成了改造方案。专业信息网站将全面反

映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国债市场和记账式国债柜台交易

的有关情况，提供较全面、完整的国债市场信息。

四、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和会员管理

2002 年，协会共发展新会员 10 家，增补常务理事级会

员3 家，理事级会员 3 家。此外，协会还对机构会员进行了

一次全面的清理核对和重新登记，并建立了会员信息库，设

专人管理，随时掌握会员的变动情况，使会员管理工作更加

科学化、系统化，更加适应行业组织自律管理的要求。

五、完成财政部的委托业务

2002 年，协会抽调专业人员协助财政部国库支付局办理

了国债发行和还本付息的有关具体业务，协助完成了三个国

债承销团组建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同时协助财政部金融司办

理了金融企业产权登记的前期准备工作。此外，协会还就国

债和外国政府贷款方面的有关业务，向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

咨询服务。

（中国国债协会供稿，张红力执笔）

中国税务咨询协会

一、“三行业”管理合并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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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产评估师实行管理合并的要求，中国税务咨询协会会同

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就税务代理在市场经济中

的地位、作用，注册税务师在服务纳税人和服务税收工作方

面所承担的职责，以及中国税务咨询协会如何进一步发挥行

业职能，促进税务代理健康发展等问题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达成了“统一领导，分行业管理，业务兼容”的意见。

2002 年 9 月 10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注册税务师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分行业

管理”的决定发出通知，并对相关问题作了规定。

二、召开二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

2002 年 11 月 24 日，中国税务咨询协会在重庆市召开了

二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总结交流两年来的工作情况和

经验。会议通过了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怀坦同志所作的《关于

协会工作的报告》，增补了 32 名协会理事、18 名常务理事，

调整了3 名理事。会议还通过了协会和管理中心 2003 年工作

重点，会上有6 个省、市的地区协会介绍了工作经验。

三、组建地区协会

2002 年成立地区协会的共有 9 个，即甘肃、河北、新

疆、黑龙江、江西、广东、重庆、河南、上海。有 6 个地区

协会进行了换届工作。截至 2002 年底，全国共有 3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成立了地区协会，辽宁、广西、

云南省（区）和深圳、宁波、厦门市，正在抓紧筹备工作。

一个上下贯通的行业自律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四、宣传和理论研究工作

（一）税务代理宣传。继续办好《税务咨询通讯》，着力

抓好出版发行工作。在办刊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做到具有方

向性、指导性，生动活泼，贴近基层，贴近读者，使之具有

更强的可读性。在刊物内容上，及时刊登有关领导的讲话和

文章、最新的税收法规信息、各地税务代理工作动态及主要

做法和经验。同时开辟了专版，刊登有关税收筹划方面的内

容，以更好地指导税务代理工作的发展。

中国税务咨询协会 2002 年还编发了 16 期《税务咨询信

息反映》，并编纂了《中国税务咨询协会文件汇编》第二册，

分发给有关单位，扩大了信息交流，增强了宣传效果。

（二）税务代理的理论研究工作。协会先后参加了西北地

区、西南地区召开的税务代理机构研讨会，着重研究了注册

税务师和税务代理机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

作用；税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拓宽市场的经验和措施；注

册税务师协会加强行业管理与服务，促进税务代理健康发展

的做法和途径等问题，对税务代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理论指

导作用。

五、培训工作

2002 年中国税务咨询协会和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在扬州

税务进修学院举办所长培训班 4 期。有 845 名正副所长、部

门经理参加培训并经过考核，取得扬州税务进修学院颁发的

《全国税务师事务所所长岗位培训结业证书》。

为提高税务代理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执业能力，2002 年协

会还分别在广西、江西、福建、新疆、大连等地举办了 5 期

税务代理人员专业培训班。参加的学员共1 109人。重点讲解

了新修订的征管法和税收筹划理论及实务操作。

六、国际交往与合作

2002 年 9月 10 日至15 日以韩国税务士会会长林香淳为

团长的税务士会访华团对我国税务代理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

察，国家税务总局王力总经济师接见了访华团全体成员。双

方就注册税务师在税务行政复议、特别是在税务行政诉讼中

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了探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

北京市西城区国税局以及北京市永信和税务师事务所。

2002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日，以李永贵会长为团长的中国

税务咨询协会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在日本京都召开的

亚大地区税务士会定期总会及理论研讨会，并与日本税理士

联合会、东京税理士会进行了交流。

（中国税务咨询协会供稿，刘文彬执笔）

中国珠算协会

一、召开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成立大会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珠算进一步走向世

界，促进世界珠算心算事业发展，经批准成立世界珠算心算

联合会（以下简称“世珠联”）。世界珠算心算组织筹备会议，

于2002 年 4 月在上海召开，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到会祝贺

并讲话。来自1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50 余人参加了这次筹

备会，会议通过了世界珠算心算组织的名称和章程（草案），

商定了世珠联成立大会召开的各项议程。

2002 年 10 月 28 日，世珠联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珠算心算组织的代表和列席代表 450 余人，

其中外国代表60 人，港澳台地区代表 58 人出席大会。大会

通过了世珠联章程，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常务理事。

选举迟海滨为会长，日本贺藤荣治、汤加王国帕乌拉·布卢姆

菲尔德、韩国黄镐重、中国台湾叶宗义、新加坡黄靖智、马

来西亚张罗尼为副会长，中国香港聂天声为常务理事，王朝

才为秘书长，聘请朱希安为特聘顾问，王秉钧、王忠伟、王

妍玲为秘书长助理。讨论并研究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安排

了2003 年工作计划；大会收到论文31 篇，有 16 位教授专家

在会上发表了论文；观摩了中国首届珠心算比赛和表演。

二、改选换届

2002 年 10 月 26 日，中珠协在北京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

大会，财政部副部长肖捷在开幕式上作了书面讲话。大会审

议通过了四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修订的《中国珠算

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选举迟

海滨为会长，王朝才、金世学、瞿宝元、郭启庶、李培业为

副会长，王朝才为秘书长（兼），聘请朱希安为特聘顾问，

张连海、梁楫、姚遂为顾问，聘任王秉钧、王忠伟、王妍玲为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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