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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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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中税协在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先后举办了 5 期

税务师事务所所长培训班。有 34 个省、市、自治区、计划

单列市选派的共500 名所长、部门经理参加了培训。

为了提高税务代理从业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中税协还

分别在安徽、云南举办了两期税务代理人员培训班。参加的

学员共250 多人。培训班重点讲解了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和

税收筹划理论及实务操作。培训都取得了较好效果。

（中国税务咨询协会供稿，刘文彬执笔）

六、举办所长培训班和代理人员培训，不断提

高素质

《税务咨询通讯》作为协会和税务代理行业的喉舌和宣

传阵地，在税务代理工作的宣传上，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

年，刊物在内容上也有很大提高。如及时刊登有关领导的重

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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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还开辟专版，刊登有关税收筹划方面的高

层次内容，以更好地发挥其指导税务代理健康发展的作用。

为了反映税务咨询代理工作历程，宣传税务代理所取得

的成绩，中国税务咨询协会和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

中心与人民画报社合作，共同出版了《跨世纪的中国税务代

理事业》画册，进一步扩大了宣传效果。

五、加强税务代理宣传和理论研究工作

（一）应韩国税务士会会长具钟泰先生邀请，李永贵会

长率团以观察员身份于2000 年 11 月 16～18 日参加了“亚

细亚、大洋洲税务士协会第八次理事会暨第四次定期总会，

增进了亚洲、大洋洲地区税务代理人之间的交流，加强了成

员之间的业务合作。

（二）应韩国税务士会邀请，中税协于2001 年10 月 29

日至11 月 5 日赴韩国进行考察访问。在韩国期间，拜会了

韩国国税厅，了解政府对税务代理实施行政管理的情况；拜

访了韩国税务士会，双方介绍了税务代理工作的开展情况，

表达了进一步合作的愿望。同时还考察了两个税务士事务

所。通过访问，增进了友谊，加深了理解，扩大了合作的领

域。
（三）2001 年10 月日本东京税理士会国际部访华团来

京，考察了中国税务咨询协会和东京税理士会之间的合作意

向、有关税务代理人的组织概要以及现行税制及税务代理制

度等。

四、开展国际交往，增强国际间的合作

师管理中心紧密协作，坚持把制度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开展

调查研究，拟定有关制度和办法。在税务代理行政管理方

面，除贯彻执行已经颁布实施的《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

规定》、《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注册税务师执业

准则（试行）》、《税务代理从业人员守则（试行）》、《注册税

务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和《有限责任（合伙）税务师事务

所设立及审批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外，还下发了《税务师

事务所有关事项变更程序的规定》和《税务代理业务规程》，

从而使税务代理行政管理更趋规范。

在税务代理行业管理方面，发布实施了《注册税务师后

续教育管理办法》、《中国税务咨询协会会员入会注册登记管

理暂行办法》和《中国税务咨询协会会费交纳使用管理暂行

办法》；在税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方面，督促各地相应制定

了思想教育、业务培训、考核监督、评比竞赛、奖惩任免等

制度，为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坚持优质服务，提供了制度

保证。

中国珠算协会

2001 年，各级珠协在普及珠心算教育、珠算技术等级

鉴定与比赛和珠算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珠心算教育蓬勃发展

珠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近几年得到了长足发展。

截至2001 年 9 月，全国参加珠心算普及教育的少年儿童累

计达 294.6 万人，当年增加 30.2 万人。如山东省临沂市

2001 年全市具有珠心算特色的班级已达 800 多个，近 4 万

多名学童参加珠心算学习。上海市有500 所幼儿园 3 万多名

儿童参加珠心算学习，2 000 多名教师担任珠心算专业教学。

2001 年，在浙江省举办的三算（口算、笔算、珠心算）

教师培训班上，来自全国有关省市的 142 名教师参加了培

训。中央教科所《课程教材研究》编辑部负责同志应邀作了

《珠心算与脑功能开发研究》的学术报告。此外，三算实验

教学也有新发展。据统计，截至 2001 年，全国参加三算教

学实验的小学生，累计达326.89 万人。同年10 月，全国三

算教学第四届年会在杭州召开，有 18 个省、市、区 200 多

名代表参加大会。会上，对 19 名教师进行观摩课评比。并

对261 篇论文进行评奖。

二、珠算等级鉴定持续发展

2001 年，全国参加珠算技术等级鉴定的有 84.95 万人

次（其中，珠心算鉴定8.58 万人次），累计达2 911 万人次

（其中，珠心算鉴定累计17.46 万人次）。如天津市 2001 年

珠算等级鉴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全年参加鉴定的近2.4

万人，比上年增长64.15% ，其中参加珠心算鉴定的有2 900

多人，比上年增长 420.1 % 。发出珠算等级鉴定合格证书

1.3 万多个，比上年增长24.51 % 。其中，珠心算技术等级

鉴定合格证书2 700 多个，比上年增长648.77 % 。

三、珠算技术比赛异彩纷呈

2001 年各地珠协积极组织各种比赛硕果累累。

如吉林省珠协从1998 年开始组建，对 6～12 岁 7 个年

龄段的选手进行培训，2001 年参加珠心算梯队选手大赛和

珠心算段位鉴定大会。参赛的 9 支代表队，152 名选手参加

各个项目的角逐，并有 68 名选手参加段位鉴定考核。考取

段位的56 人，入段率达82.35 % ，其中有 8 人达到了十段

位标准。2001 年 8 月天津市珠协也举办“神童杯”、“明星

杯”、“雏鹰杯”联合珠心算比赛大会，有 1 260 名选手参

赛，143 人获奖。

为展示西南地区珠心算技术水平和珠心算教育成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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