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理在演讲中指出，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对

会计职业和会计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完善会计制度、规范执

业定位，改进会计服务，强化责任管理，已成大势所趋，也

为社会公众所期盼。他强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会计师的

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极为重要。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

是会计执业机构和会计人员安身立命之本，维护会计师的独

立性，提高诚信度和公信力，是会计行业自身建设的根本之

策。他欢迎世界各地的会计师和投资者到中国施展才华，谋

求更大发展，并鼓励会计业顺应时代要求，不断改革完善，

为维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2.宣传了中国会计改革成就，促进了中外会计交流。

会议期间，专门举办了中国论坛，邀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高

级官员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会计发展情况。项怀诚部长发表

了《知识经济与中国会计》的演讲，冯淑萍部长助理发表了

《中国的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演讲。会议期间，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中国会计学会等单位联

合举办了以“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的中国会计事业”为主

题的宣传展览，通过大型展板、宣传画册、专题电视片等形

式直观地展示中国会计改革成就，给国际会计界留下深刻

印象。

3.就共同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广

泛共识。通过听取大会演讲、参加分组研讨等形式，各国会

计界就应对知识经济挑战、促进会计职业健康发展充分表达

了意见，交流了看法，获取了信息，得到了启发，在许多问

题上达成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比如，在如何重新定位 21 世

纪的会计师和会计职业、如何摆脱诚信危机、如何加强职业

道德教育、如何利用新技术推动会计职业发展等问题上，国

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澳洲会计师公会、

美国会计师协会等职业团体和组织与中国会计界的意见基本

一致，有利于各方协调动作，密切配合，共同努力。

（二）举办美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讲座。2002 年 4

月2 日至 4 日，财政部举办了美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讲

座，邀请美国会计总署首席会计师菲利普·凯特、美国政府

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汤姆·艾伦等专家、学者，系统介绍美

国政府会计准则、州和地方会计准则、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

和政府内部控制制度，来自全国各地财政系统会计、国库、

预算管理部门，中央有关部门及大专院校的 240 多名学员参

加了讲座。会议结束后，编辑出版了《美国政府及非营利组

织会计讲座》一书。这次会议对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建立我

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召开中日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和会计准则国

际演讲会。2002 年10 月 14 日至 15 日，我国作为东道主主

持召开中日韩三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财政部部长助理

冯淑萍亲临致辞，表示要加快会计准则制定步伐，全面推进

中国会计国际协调。三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负责人分别介绍

了本国的会计和法律结构，并就业绩报告准则进行了热烈讨

论，就三国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商

谈。2002 年 10 月 16 日，财政部举办了会计准则国际演讲

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大卫·泰迪先生、副主席汤姆·

琼斯先生等国际会计界要人和资深专家，日、韩会计界代表

及国内会计专家、学者约 30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冯

淑萍部长助理重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加快准则建设，积极务

实地参与国际协调。大卫·泰迪先生和汤姆·琼斯先生分别以

“全球会计准则——IASB 的任务”和“以股份为基础的支

付”为题发表了演讲，日、韩两国代表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

会改进项目发表了不同意见。

（四）利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

积极献言献策，促进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

2001 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当选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为我国参与会计国际协调开辟了一条十

分重要的通道。2002 年 2 月，冯淑萍赴英国参加了咨询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就会议讨论的初次运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改进准则项目、企业合并、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等问题

发表了意见，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认同和理解。

2002 年，财政部还组织了赴美、英、法、丹麦、瑞典、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就会计准则制定、保险公司会计制度、

会计市场监管、会计职业组织等进行考察。中国积极参与会

计国际协调并取得丰硕成果，得到国际会计界高度评价和充

分肯定。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王 宏执笔）

财政统计评价

一、完成了 2001 年度会计决算统计工作

（一）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会计决算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为做好 2001 年会计决算报表数据的收集、审核和汇总工作，

确保会计决算信息质量，在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了数据审核的责任管理，细化了审核工作责任、方

法和标准，对各地报表审核工作提出了具体规范要求。同

时，加强基础规范，进一步推动会计决算统计制度化建设。

（二）制定下发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决算报告制度》，

使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决算报告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提高会计

决算信息质量，更好地满足国家财务会计监管、财政预算资

金管理和宏观经济决策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继续开展会

计决算报表编制质量稽核工作，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逐步完善会计信息数据库，为财政宏观调控和国

家有关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提供各类会计信息服务。

二、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企业效绩评价制度与

工作方法

（一）重新修订下发了《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将评

价重心从侧重反映资本金管理状况转为全面反映企业整体生

产经营和发展状况。

（二）开展了中央直管企业集团经营成果的测评工作。

2002 年，财政部对 169 户中央直管企业集团组织实施了经

营成果测评工作，并对测评结果进行了排序，使企业在同行

业、同规模中的经营管理状况得到客观、准确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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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完成了 24 户中央直管企业集团综合效绩评价

工作。2002 年 6 月，财政部会同中组部、中央企工委、国

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根据领导班子考核以及

年薪制试点等实际工作需要，选取了 24 户中央直管企业进

行经营状况综合效绩评价，为推动评价工作的全面开展积累

了经验。

（四）积极推动企业集团内部效绩评价工作的开展。

2002 年财政部制订下发了《企业集团内部效绩评价指导意

见》，对集团内部评价体系的建立、评价组织实施、评价结

果的应用进行了规范。同时，选取 41 户中央直管企业（集

团）作为试点单位，组织开展了内部子公司效绩评价工作，

为进一步完善企业（集团）内部评价工作体系提供了可靠的

实践依据。

（五）稳步推进企业效绩评价结果应用与推广。2002

年，财政部会同中组部共同选择了 14 户企业集团，纳入综

合评价试点范围，并将评价结果作为2003 年中组部对 14 户

企业领导班子进行考核的重要依据；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共同选择了 10 户企业，纳入综合评价试点范围，并将评价

结果作为 2003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 10 户企业经营者实施

年薪制试点的基础。

三、继续深入开展清产核资工作

（一）结合企业改革情况和客观发展需要，继续组织做

好日常清产核资工作。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2002 年继续

组织开展了中央企业集团改制、重组过程中的清产核资工

作，共对因改革、改组、改制引起产权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以及财务状况存在严重异常的 10 户企业集团清产核资资金

核实结果进行了确认批复，有效地加强了企业改革改制过程

中的资本与财务管理。

（二）加强清产核资工作的制度建设，严格工作规范。

2002 年，财政部进一步修改了《清产核资办法》及相关配

套文件，规范了清产核资工作程序、工作组织方式、工作责

任等要求，推动了清产核资的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同时还

结合新会计制度要求，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清产核资过程中的

资产损失认定标准，促进了资金核实确认工作科学化和规

范化。

四、积极推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工作

（一）继续做好 169 户中央直管企业 2001 年国有资本保

值增值结果计算与确认工作。同时，组织实施了全国 5 万多

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计算与确认

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工作在全国的开展。

（二）结合金融、保险企业的业务核算特点，2002 年，

财政部组织开展了全国金融、保险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考

核试点工作。试点范围包括中央管理的 5 户具有代表性的不

同类型金融、保险机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

融机构、保险公司），对于加强金融、保险企业国有资本监

督管理，规范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计算与确认工作，促进

提高金融保险企业国有资本营运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认真开展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基础研究工作

（一）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研究资料。2002

年，通过多种途径，对国内外有关财政支出的文献进行了研

究。对美国、德国、瑞典、英国、世界银行等国家和组织有

关公共支出评价的方法、内容与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整理和

比较分析。

（二）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益评价试点工作进行了跟踪调

查。从 2001 年起，全国不少地方根据本地实际开展了财政

支出效益评价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如湖北省恩施州

组织开展了财政支农、教育和卫生等支出效益评价试点工

作；福建省尝试探索建立一套适合本省实际的财政绩效综合

评价体系，运用多元因子统计方法，对全省 2001 年度财政

一般预算收支绩效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对此，

财政部进行了全程跟踪了解，并及时总结了地方财政支出效

益评价工作基本经验，为今后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实践基础。

（三）对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理论和实务进行深入研讨。

为配合财政支出改革，探索建立我国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工作

体系，财政部于2002 年 7 月召开了“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理

论和实务研讨会”，总结了我国在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理论研

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探讨了当前开展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重

要意义、特征、工作步骤、财政支出的分类、评价方法、评

价内容、评价指标与标准等问题，为下一步工作开展奠定了

理论基础。

（四）成立课题小组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2002

年，财政部成立了财政支出分类、评价指标设置和评价标准

测算等三个研究小组，分别选取三个具体财政支出评价案

例，根据不同评价目标，进行指标选取、标准测算和方法模

型模拟工作，并初步完成了有关研究报告。

六、积极探索和研究政府资产管理改革工作

（一）为推进政府预算编制改革，研究细化行政事业单

位房产车辆等资产相关经费支出定额，财政部 2002 年组织

开展了中央行政单位房屋建筑物、车辆资产的调查登记工

作。调查登记范围包括所有实行部门预算管理的中央党政机

关、依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通过调

查登记，基本摸清了登记单位实际占用房产车辆的数量、构

成、分布及相关费用开支水平，为制定科学的资产配置标准

和测算费用定额提供了数据基础。

（二）开展国内外资产管理工作情况调研，掌握了国内

外关于房产和车辆的管理模式，以及目前我国政府资产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

（三）在调查登记工作基础上，结合地方开展资产费用

管理的情况及国外政府资产费用管理的经验，初步提出了中

央行政单位房产车辆费用定额测算的研究报告。

（财政部统计评价司供稿，陶瑞芝执笔）

财政监督检查

2002 年，全国财政监督系统坚持财政监督为财政改革

和财政管理服务，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

财政监督机制，规范财政监督行为，大力开展对外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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