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例，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收回，国债

资金由省财政统一收回。收回的财政资金专项用于各级政府

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支出。对核减收回的财政资金，各级财

政部门应督促项目单位限期上缴。拒不上缴的，按违反财经

法规处理”。2001 年，云南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共核减资金

6 800万元，按规定收回核减资金3 014万元，提高了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益。

三、承办世行贷款项目专用账户的日常管理工

作及世行、亚行有关贷款项目债务资金的清理、回

收和监管工作

（一）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就世行贷款“国营

农场商业化项目”进行清理并办理相关交接文件351 份，22

个项目涉及贷款金额6 271万美元。同时，对22 家项目单位

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确认，完成了项目单位分期计算的

本金和利息核算工作，下发催收文件。2001 年，该项目收

回本息560万元，并已交国库。

（二）完成了大连北良港世行贷款抵押资产的评估工作，

《资产抵押协议》已经双方协商定稿。

（三）就原中创公司亚行转贷款与中国人民银行关闭中

创清算组及中创公司完成项目清理和移交，对部分企业在法

律上确立了债权、债务关系，制订了项目单位的还款计划并

下发给企业，有3 家企业还款135万元已上交国库。

（四）监管中国光大银行对中国投资银行承办的世行转

贷款进行回收。起草了《原中国投资银行世行转贷款回收工

作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经国际司、预算司会签后发文执行。

在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的监管下，光大银行上缴清收款 100

万美元，已办理入库手续。

四、加强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财

政投资评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2001 年，财政投资评审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并已初具规

模，人才网络也逐步建立。截至2001 年底，全国财政部门

已成立了322 个财政投资评审机构，评审人员达到2 649名。

为更好地发挥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监督管理职能，各级财政

投资评审机构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仅财政部评审

中心一年内就组织了三次不同形式的专业培训。为适应我国

加入 W TO 后的要求，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与财政部干部教

育中心共同举办了“全国财政系统投资评审业务培训班”。

（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供稿，李小梅执笔）

会 计专业技 术资格 考试

2001 年是“考风考纪年”，也是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政策实施重大调整的第一年。根据财政部和人事部联合

修订、印发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对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条件作了修改，对考试科目进行了重大

调整。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由原来的“初级会计实务”、“成本

会计”和“经济法基础”调整为“初级会计实务”和“经济

法基础”；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由原来的“中级会计实务”、

“财务管理”和“经济法”调整为“中级会计实务（一）”、

“中级会计实务（二）”、“财务管理”和“经济法”。同时规

定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由一次全部通过制改为单科合格累积

制，即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的考生必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

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

2001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为152

万人，比2000 年增长约30 % 。其中初级资格考试报名人数

为80 万人，与2000 年基本持平，中级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为

72万人，比2000 年增长95 % 。全国实际参加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人数为81 万人，其中初级资格考试实考人数为 53

万人，实考率为 66% ，中级资格考试实考人数为 28 万人，

实考率为39% 。根据全国统一合格标准，151 164人通过了

初级资格考试，合格率为29% ；37 822人通过了中级资格全

部四个科目的考试，全科合格率为14% 。

一、及时组织考试报名，严格报名资格审查

为做好考试报名工作，全国会计考办（由财政部、人事

部抽调部分人员组成）下发了《关于2001 年度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地在考试报名工作中，

及时公布报名方法、地点和报名的相关事项，同时要求财政

部门与人事部门要互相配合，互相监督，共同负责，认真审

查报考人员的报名资格，2001 年度考试报名工作顺利完成。

二、切实做好考试用书的编写和发行工作

配合考试政策调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重新

编写了《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和《中级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组织人员重新编写“中级会计实务

（一）”和“中级会计实务（二）”两科的辅导用书。2001 年

财政部还精心组织考试用书的出版和发运工作，较圆满地完

成了考试大纲、考试用书的编写和发行工作。

三、精心组织命题工作

命题工作是考试工作的关键环节。为提高各科目命题的

质量和水平，全国会计考办在命题之前召开了命题研讨会，

组织部分地区的评卷专家和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的工作人

员对试卷题型、题量、难易程度等进行研究，对部分地区往

年的答题情况进行抽样统计和数据分析，为命题提供参考。

在此基础上，对2001 年度试题的题型题量进行了微调，加

大了主观题的比例，调整了判断题的评分标准。从总体上

看，2001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两个级别 6 个科目的

试题覆盖面广，知识点多，更加注重考查会计人员对知识的

实际应用能力。

四、建立考试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

2001 年度，全国会计考办首次与全国 31 个省、市、自

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签订了考务

工作责任书，明确规定了全国会计考办与各省级会计资格考

试管理机构在2001 年度考务管理工作中的各自责任。同时，

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与地市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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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地市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与县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

机构也签订了考务工作责任书，责任层层分解，层层落实，

具体到了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环节。这项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各

级考试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五、树立保密意识，强化保密措施

保密工作事关考试工作的成败。在命题、审题和校对期

间，指定了专职保密人员，负责试题、试卷的保密工作。审

题和校对全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同时还同命题、审题人员

及试卷印刷厂签订了保密工作责任书，确保试卷的安全。为

保证考试试卷在印制过程中不出差错，全国会计考办多次派

人对试卷印刷、装袋等环节进行抽查验收和质量监控。财政

部多次对试卷的安全保密工作进行指导。试卷由专车运送，

专人押运，安全送达指定地点，保证了考试的顺利进行。

六、认真组织，精心安排考试期间的值班和巡

视工作

为保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期间各级考试管理机构之

间通讯畅通，信息反馈及时，在考试期间，全国会计考办安

排专人 24 小时值班，及时了解各地考试工作进展情况，处

理考试期间出现的各种问题。各地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也

都按照要求，安排了专人值班，及时掌握本地区的考试进展

情况，处理紧急问题。全国会计考办还组织了巡视组分赴全

国 20 个省区市进行考试巡视。财政部和人事部有关领导亲

临北京地区考场监督检查考试工作。各地会计资格考试管理

机构也组织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考试巡视，一些地方还

邀请了人大、政协以及财政、人事、监察等部门的领导同志

参加了考试巡视工作。

七、严密组织评卷工作

考试结束后，全国会计考办立即着手进行标准答案和评

分标准的制定工作，召开了评卷工作会议，讨论、审定标准

答案和评分标准，部署评卷工作。为保证评卷质量，严格评

卷纪律，在评卷过程中，全国会计考办还专门组织力量对各

地评卷情况进行检查。各地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成立了专

门的评卷小组，按照全国会计考办的要求，采取有关措施，

保证评卷、登分工作按时保质地完成，并通过了人事部门的

检查验收。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供稿，

谢秀芳、李晓龙执笔）

财政科研工作

一、财政科研工作

（一）课题研究成果显著。一年来，财政部科研所和各

地财政科研部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紧密联系我

国和各地的实际情况，注意研究和解决财政实践中提出的重

大课题，研究和回答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现实问题。采取理论

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超前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以及专

业研究与群众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抓住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

盾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2001 年，财政部科研所完成了分税制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

的研究、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财税政策研究、积极财政政

策及其应对措施研究、公共支出范围界定的研究、滚动式财

政计划的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条件及对策研究、社会

保障税研究、关于徽商的研究、加入 W TO 对财政运行影响

的实证分析、国有股减持问题研究、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

会计制度运行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及解决途径的研究、产出

和效果导向的国际预算管理改革研究、投资基金与会计研

究、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研究等十多项计划课题的研究工

作，上报了30 多篇研究报告，得到了部领导的重视。

各地财政科研部门在课题研究中普遍重视调查研究工

作，把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作为科研

工作的重要环节，有效地改变了过去那种“关门研究、纸上

谈兵”的状况。如天津市财政科研部门，2001 年共安排了 9

个调研课题，任务全部完成。共收到论文 50 多篇，召开各

种形式的小型研讨会 18 次，有力地推动了财政系统调研工

作的开展。宁波市财税科研部门建立了论文交流、按级评

比、配套奖励等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财税干部进行

调查研究的积极性。仅在 2001 年一年中，财税干部就撰写

了各类调研论文286 篇。其中发表在国家级、省市级报刊上

的文章达140 余篇，获得各类各等级奖的论文37 篇。

由于各地科研部门坚持正确的科研工作指导方针和科研

工作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服务现实、指导实践的基本

原则，加快了财政科研工作为现实服务的步伐，并为全面提

高全国财政科研工作的整体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继续开展全国财政协作研究活动。经与有关部门

协商，2001 年共确定 7 个全国财政协作研究课题。即地方

财政或有负债研究、乡镇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研究、进一步

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问题研究、支持高新技术开发的财税政策

研究、地方社会保障标准研究、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研

究、加入 W TO 的财税政策研究。全国各省市 39 个科研单

位参加了课题研究工作。

各地财政科研部门在协作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其中组织完成的一批全国性协作研究课题成果尤为显著。另

外，各地财政科研部门还积极开展省际间的横向协作研究，

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协作，不仅加强了各地科

研部门之间与其他单位的工作联系，也开阔了研究视野，拓

宽了研究领域，提高了科研水平。

（三）加强理论宣传，交流工作经验。各地财政科研部

门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利用舆论和新闻媒介，大力进

行财经宣传工作，深入探讨当前财经工作中的热点、难点和

疑点问题，使社会各界了解国家财政经济形势，正确看待当

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各

地财政科研部门创办的学术刊物发行量都有所扩大，质量也

有较大提高。通过刊物发行工作，交流和宣传党的财经工作

方针、研究和探讨财经理论与政策业务、传播财经工作信息

和工作经验，对提高科研工作水平和为中心工作服务，起到

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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