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积极稳妥地发展个人会员，开展会计高层

培训与研讨

2001 年年初，中国会计学会发展了首批个人会员，并

积极探索个人会员的管理办法。为提高会员的会计理论水

平，学会还在2001 年 6 月份举办了新准则、新制度高级研

修班，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代表和部分个人会员近300 人参

加了研修班，就新准则、新制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研讨。

四、加强对分支机构学术研究活动的指导，保

持与会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为了指导中国会计学会各分支机构做好会计理论研究工

作，学会秘书处经常参加各分支机构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与换

届会议，保持与各分支机构的联系。同时，会计学会还加强

了与会员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定期编辑的《会计研究文摘》

和《学会动态与法规信息》两份内部资料，及时向会员提供

会计理论研究的参考资料、通报会计改革的最新动态。

五、积极参与我国的会计改革

2001 年，中国会计学会参与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

——基本规范》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的制

定，并承担了起草有关专业业务核算办法等方面的工作。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张 娟执笔）

中国税务学会

一、推动群众性税收专题调研活动

2001 年学会根据经济和税收形势发展的需要，确定 8

个群众性税收学术研究课题。同时，学术研究委员会也承担

了 4 个课题的调查研究。这些课题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和

税收对策研究、税制改革研究和强化税收管理研究。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对所承担的专项课题做了大

量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性的研究报告 5 篇。

这些研究报告内容翔实，观点鲜明，与税收实际联系紧密。

其中《关于税制改革中的税负问题》的报告，受到了国家税

务总局及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二、开展税收宣传服务工作

2001 年 4 月，是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宣传月，学会在北

京举办了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生税收知识竞赛。全国有 17 支

地方代表队参加选拔，其中 6 支代表队进入决赛。活动受到

各地税务部门、教育部门和学生家长的热烈响应。总局和学

会领导现场观看了决赛，充分肯定了在中小学生中普及税收

知识教育的重要意义。决赛实况录象通过中国教育电视频道

播放，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年 7 月，学会在北京举办了税收电子申报技术展览会

暨网上申报国际研讨会。全国与税收服务有关的 70 家企业

参加了展览会，600 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总局

和学会领导以及有关部委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展览会集中展

示和探讨了适合中国税收电子申报的系统和方案、网上申报

实施的条件与可能，推广了国内外成功经验，促进了中外税

务界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和较大的社会影

响。9月，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印花税票总目录》。书中

收集了包括清代、民国、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花税

票样式2 300余枚，是一部集权威性、资料性、学术性为一

体的大型工具书。该书记述了中国印花税票发展的历史沿

革，为读者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填补了我国税收史上的空

白。在2001 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会上，获得了镀金奖，得

到了集邮爱好者、税务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三、继续扩大港台及对外交流

2001 年3 月，学会在北京同香港税务学会进行了税务

交流。中国税务学会介绍了近期大陆经济税收形势和税制改

革的几个热点问题，香港税务学会着重介绍了香港近期经济

与税收变化情况，并就港方关心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实务等问

题作了交流。6 月，中国税务学会代表团赴港进行税务交

流。主题是“环境保护与税收”。会上双方代表各自介绍了

环境状况及税收对策，并对建立环保税制的内容设计等问题

进行了探讨。

同年3 月，中国税务学会与台湾租税研究会在北京举行

了第14 次海峡两岸税务交流会。会议就完善所得税制问题

进行了交流。台方介绍了1999 年进行的“两税合一”改革，

解决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重复课税问题的做法。会上，

还就台方关心的税收问题进行了座谈。9 月，中国税务学会

代表团赴台访问，进行了第 15 次海峡两岸税务交流会。交

流的主题是“税务稽查”。

同年 7 月，中国税务学会代表团赴韩国访问，与韩国税

务学会举行第二次中韩税收学术交流会。交流主题是“中小

企业的税收问题”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中国税务学会供稿，郭晋美执笔）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

2001 年，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在财政部的领导下，

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学

会人才优势，积极研究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努力探索

资产与财务管理和企业改革出现的难点、热点问题，寻求解

决对策，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一、积极完成风险投资课题研究

为更好地了解风险投资的资本运营方式，学会与中商集

团公司、北京铁路局、浙江省裕源投资公司、武汉创新科技

投资公司等单位组成了风险投资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其运作

模式等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还组织赴美

风险投资考察团，对美国风险投资形成、发展、现状进行了

考察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课题研究报告及赴美考察报告提

交有关部门参考，《考察报告》还编入了财政部国际司 2001

年《国外财政考察与借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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