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加大投入力度；其次是建立制度，强化管理，提高扶贫

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是改革预算编制方法，将扶贫资金纳

入基本建设预算。最后是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开发式异地开

发扶贫。又如黑龙江省农村财政研究会在研究中提出了“十

五”期间财政工作新理念。一是要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

想溶于财政工作之中；二是要树立和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支援农业、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湖北省农村财政研究会

对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

相应的财政对策。

二、继续按月出版发行《农村财政与财务》会刊，并编

印了《研究摘报》3 期和《研究工作动态》9 期。借此交流

了研究成果，向各会员单位通报了农村财政研究工作的

情况。

三、完成了社团重新登记工作。按照民政部的要求，农

村财政研究会 2001 年对研究会的业务活动、财务收支、内

部管理等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写出书面报告，报民政

部审查。2001 年 5 月，民政部向研究会颁发了新的社团登

记证书。

（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供稿，李文彬执笔）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

一、开展理论研究活动

1.积极组织全国性调研活动的开展。2001 年研究会分

别组织开展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入世新形势的税收对策国

际借鉴研究”、“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的国际税收借鉴研究”

和“规范增值税制的国际借鉴研究”三个专题的调研工作。

全国共有47 个单位、71 个个人会员参加了课题调研。调研

组共提交论文 87 篇，对加快税制改革，提高征管水平，加

强反避税对策研究，完善地方税体系和规范增值税制等方面

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2.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学术研究委员会承担了“中国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际借鉴研究”和“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

对策国际借鉴研究”两项重点课题的调研，共提交论文 36

篇。论文不仅涉及社保税的设置模式和设置原则、社保税的

税制要素以及社保税的征收管理等内容，还通过分析不同国

家收入差距的状况及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经验，提出了

增强税收调控功能，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积极

作用的建议。

3.全国国际税收理论研讨会取得积极成果。在全国性

调研活动和重点调研活动的基础上，研究会于2001 年 11 月

召开了全国国际税收理论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20 篇，推荐

参加大会交流的论文 20 篇、课题观点综述 5 篇。会后，研

究会将讨论观点综述归纳为 4 篇《研究要报》，提交给中央

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考。

二、做好宣传咨询培训

2001 年，围绕“W TO 与中国税收”、“税收征管法”等

内容，研究会组织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活动，采取独立

办班或各团体会员和社会联合办班，通过培训与研讨相结合

等多种形式，开展税收咨询活动。为了加强入世后我国税制

走向的研究，研究会制作了“W TO 与中国税收”光盘，在

全国免费发行，普及 W TO 与税收知识，促进国际税收研究

工作的开展。

研究会还利用会刊《涉外税务》，加强国际税收理论研究，

宣传国际税收知识，扩大研究会对外影响。2001 年，《涉外税

务》内容更加充实，质量进一步提高，受到读者好评。

三、加强国内外交流

2001 年 8 月，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考察团分别赴德国

和荷兰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了解到德国增值税的实行情

况，还与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就信息资料交流、人员培训和

互相参与研究项目等事项达成初步共识，为建立双边合作关

系奠定了基础。同年，北京、浙江、福州等省市研究会也与

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台湾地区有关机构建立了友好联系，

为进一步合作研究创造了条件。

2.成立国际税收信息资料中心管理委员会

为更好地借鉴国际经验，系统地掌握国际经济和税收发

展动态，2001 年 5 月，成立了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国际税

收信息资料中心管理委员会。通过信息资料中心为各级研究

会和研究人员开展国际税收科研工作提供信息服务，为国内

外公司搞跨国经营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加强国际资料信息

的交流合作。

四、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2001 年10 月在青岛召

开。会议通过了卢仁法会长的工作报告和对未来两年的工作

安排；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增列“单位会员”的决议》和

《关于 <关于增列“单位会员”的决议> 的建议和说明》。设

立“单位会员”对听取纳税人的呼声，密切征纳关系，进一

步提高税收理论和实践研究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最

后，研究会还在常务理事会上研究通过了关于调整、增补理

事以及接纳个人会员的决议。

此外，2001 年，各地研究会踊跃开展活动，推动了国

际税收信息与学术交流，提高了国际税收科研水平。同时，

在队伍建设上也取得新的进展，还有一些省、市成立了研究

会。截至12 月底，全国符合法人条件的研究会有 30 个，其

中省一级的 14 个。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供稿，郭平壮执笔）

中国国债协会

2001 年 7 月，中国国债协会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

一、召开二届二次理事会议暨国债理论研讨会

2001 年是中国国债协会成立10 周年，同时又是我国恢

复发行国债 20 周年。协会紧密结合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坚持“自律和服务”的办会宗旨，积极开展活动，各项工作

取得了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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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届二次理事会议暨国债理论研讨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四项：回顾和总结国债协会成立 10 年来的工作情况，研究

协会工作计划；组织会员进行国债业务经验交流；开展国债

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课题论证；通过国债协会组织机构变动和

人事调整的三项决议。田一农会长作了协会工作报告和会议

总结。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给协会发来了贺词、贺信，

并派人参加了会议。

二、加强理论研究，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一）完成了两个课题报告的研讨论证。在二届二次理

事会议暨国债理论研讨会上，国债协会邀请有关部门的专家

学者对《加快国债市场化建设》和《加强国债资金运用管理

及入世后的国债对策》两个课题研究报告进行了研讨论证。

并将主要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上报政府有关部门，供决策

参考。

（二）召开了两次理论研讨会。2001 年 10 月中旬，国

债协会会同广东发展银行、广东省汕头市财政局、北京瑞达

泰投资公司、华信培训发展中心五家单位在汕头市联合召开

了“提升企业竞争力研讨会”。田一农会长作主旨讲话，刘

鸿儒副会长作会议总结，与会专家对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提

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同年 10 月下旬，会同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会投资研究所、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债券市场与技术创新国际研

讨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新闻单位共有 200 多人参

加了研讨会。研讨会分设“证券专场”、“银行专场”、“信息

与技术专场”和“企业债券圆桌论坛”，围绕不同主题展开

研究讨论。

三、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宣传效果

（一）结合我国恢复发行国债 20 周年，深入开展理论宣

传活动。2001 年 4 月，国债协会召开金融、证券报刊记者

和《国债与金融》在京通讯员座谈会，总结 20 年国债工作

取得的成果。同年 6 月，编辑出版“纪念恢复发行国债 20

周年专刊”，内容分设历史回顾、理论研究、经验交流、历

史资料等栏目。

（二）2001 年 10 月，国债协会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合作，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建立了“中国国

债协会信息平台”，宣传国债金融政策，反映市场动态，为

会员和广大投资者提供资讯服务。

（三）国债协会将内部刊物《国债与金融》由原来的不

定期出刊改为每季一刊，并提高了刊物质量，加强了管理，

提升了国债宣传的效果。

四、组织会员单位出国考察培训

为深入考察和研究国际市场的通行做法，2001 年 10

月，国债协会组织了两个出国考察培训团。一个是由 5 家较

大金融机构负责人赴英国、荷兰国债市场考察团；另一个是

赴日本、韩国国债与证券业务培训团。

五、完成财政部的委托业务

2001 年，国债协会较好地完成了财政部委托的各项业

务。全年共协助发行国债19 期，总额4 800多亿元，保证了

资金及时足额入库，同时承担了国债兑付报表、账务核对及

国债债券的销毁工作。此外，还协助财政部金融司办理金融

企业财务和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及咨询

服务。

六、充实调整协会组织机构

根据金融机构清理整顿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后部分会员

机构变化的情况，经协会讨论同意并经二届二次理事会议审

议通过，国债协会调整了组织机构，增补常务理事级会员 6

家、理事级会员 3 家；增补常务理事18 名、理事 47 名；免

去常务理事12 名、理事39 名。

（中国国债协会供稿，张红力执笔）

中国税务咨询协会

2001 年，中国税务咨询协会紧紧围绕贯彻国务院清理

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决定和“三行业”管理组织

合并两项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认真抓好清理整顿工作，巩固脱钩改制

成果

2001 年，在各地国税局、地税局的重视支持下，税务

代理行业的清理整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取缔了一些非法

设立的税务代理机构；税务机关兴办或者挂靠的税务代理机

构，与税务机关在编制、人员、财务、职能、名称等方面实

现脱钩，成为独立的社会中介组织，并改制为合伙制或有限

责任公司。经过清理整顿及脱钩改制，全国4 100多个税务

代理机构有近2 200个被撤销。其中，税务机关兴办或挂靠

的税务代理机构有近1 700个被撤销。截至 2001 年底，全国

税务师事务所共2 100多家，从业人员 3.8 万多。一个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社会中介行业

已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取得了新的发展。

二、认真协商，积极做好“三行业”组织管理

合并工作

根据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工作的总体要

求和国务院《关于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

师实行合并、统一管理的意见》，200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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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进行了

协商和酝酿，达成了“统一领导，分行业管理，业务兼容”

的原则意见，以确保相关行业的稳定和专业服务的正常进

行，促进其协调发展和规范管理。中国税务咨询协会（以下

简称中税协）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社团会员，是注册

税务师的行业自律组织。在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税务总局的领

导体制下，执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的注册税务师行业

改革、管理与发展政策和自律性规章制度，对注册税务师行

业实施具体管理。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代理行为

2001 年，中国税务咨询协会和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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