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溶沧  朱光耀  何振一  何盛明  陆百甫

杨天赐  张佑才  张弘力  迟海滨  陈 共

吴俊培  肖 捷  苏 明  姜永华  姜维壮

赵海宽  姚家辉  秦晓鹰  贾 康  郭代模

梁尚敏  黄菊波  寇铁军  蒋乐民  蒋宝恩

傅芝邨  储敏伟  解学智  廖晓军

荣誉理事（按姓氏笔划排列）15 人

王之政  王美涵  王佩苓  宁学平  吕松年

刘明远  宋新中  余衍溪  张富珍  陈宝森

罗 毅  赵秀山  钱度龄  康振农  曹 侠

理事（222 人）

中央部门（按姓氏笔划排列）68 人

丁先觉  丁学东  于中一  马建堂  万存知

王 军  王 征  王子林  王丙乾  王世定

王如骐  王诚尧  王保安  王朝才  尤克介

冯秀华  冯健身  叶振鹏  丛 明  丛安妮

米建国  孙 钢  刘 佐  刘尚希  刘溶沧

刘福垣  许善达  朱光耀  杜 俭  何振一

何盛明  杨天赐  杨照南  杨德向  李 杨

李克平  李 勇  张 通  张少春  张东生

张弘力  张振国  陆百甫  苏 明  迟海滨

肖 捷  赵志耘  赵海宽  胡鞍钢  姜永华

高 坚  贾 康  袁中良  郭代模  秦池江

秦晓鹰  陶增骥  黄菊波  曾国祥  程北平

谢 平  隆武华  傅芝邨  蒋乐民  蒋宝恩

解学智  虞列贵  廖晓军

地方（按地区排列次序）76 人

吴世雄  郭文杰  周振东  秦凤翔  许桂芝

李乃洁  侯晓光  祝延存  刘克崮  鲁 昕

孙 强  祁 鸣  闫承琦  崔津渡  巫建国

路宝锐  姚绍学  范游恺  李文进  原崇信

李 浩  刘红薇  蒋卓庆  施学道  曹锡浩

金琳琳  翁礼华  吴云法  何剑敏  朱玉明

朱旭初  雍忠诚  段侍光  庄友松  陈光强

叶重耕  张昭立  孟繁金  邢厚仁  马清成

赵 杰  童道友  周永松  姚传志  章锐夫

张湘祥  郑振涛  黎旭东  关国锵  陈锡桃

佘国信  潘志金  郭长春  陈海波  周维莲

胡容邦  李茂成  陈万里  马千真  赵 钰

杨利邦  顾庆金  蔡胜国  张子健  马国超

丁全德  杨元术  蒲承民  刘茂兴  郭玉安

邓炎辉  王心农  贾国明  朱 清  吕发科

谢 煊

教育界（按姓氏笔划排列）63 人

于海峰  马国贤  马国强  马海涛  王亘坚

王传纶  王国华  邓子基  尹卫生  左 敏

卢洪友  叶子荣  丛树海  孙 开  孙文学

安秀梅  安体富  刘 怡  刘汉屏  刘邦驰

刘京焕  许建国  邢西唯  阮宜胜  朱明熙

宋 富  杨卫华  杨灿明  杨君昌  李 杰

李光龙  李俊生  李德章  张 馨  张中华

张合金  陈 工  陈 共  陈冬红  陈纪瑜

吴俊培  肖育才  邱华炳  邹传教  武彦民

胡乐亭  姜维壮  贺忠厚  姚大金  郭 平

郭庆旺  高培勇  徐清安  徐维梁  黄瑞新

梁尚敏  蒋 洪  童本立  储敏伟  谢贤星

寇铁军  雷根强  樊丽明

特邀（按姓氏笔划排列）15 人

王 琢  王加春  韦明华  吕延年  刘 芳

李欣泉  陈 婷  陈秦安  范业骏  周顺民

胡树理  姚家辉  袁振宇  韩继东  瞿宝元

（中国财政学会供稿，程北平执笔）

中国会计学会

一、加强学会的组织建设

1999 年，中国会计学会在原来专题研究组的基

础上成立了六个专业委员会，作为开展学术研究的主

要组织形式；其次，聘请了 10 名学术委员，为学会

的理论研究提供咨询，学会决定发展中国会计学会个

人会员，扩大和完善学会的会员队伍。

二、积极开展各项专题科研活动

（一）认真总结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1999

年，中国会计学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

的会计学术成果加以全面地收集、整理，并进行系统

地归纳和总结。为此，学会还多次组织中青年学者召

开会议和学术研讨，该项工作已取得了初步研究成

果。

（二）积极开展管理会计与应用专题研究。1999

年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在中国总会计师

协会的协助下，先后三次召开了由大中型企业总会计

师和有关高校专家、教授参加的 “管理会计与应用”

专题研讨会。中国会计学会向全国征集了典型案例和

论文 100 多篇，并组织力量对这批案例资料和论文进

行筛选，确定重点。拟组成分行业的、理论与实务相

结合的研究小组开展调查研究，形成分行业的具有较

强应用价值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

（三）组织第二批重点会计科研课题的研究。经

财政部批准，中国会计学会在总结第一批重点会计科

研课题工作的基础上，投入百余万元的课题研究经

费，组织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对第二批重点会计科研课

题开展研究。此次重点会计科研课题的招标活动在会

计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学会秘书处收到了近 300 份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标书，参加申报的人员约有2 000人。学会组织专家

评标委员会对这些标书进行了严格评审，评选出了

33 份立项资助标书，其中理论研究者主持的标书占

50 % ，实务工作者主持的标书占 33 % ，理论界与实

务界两方面联合主持的标书占 17 % 。为确保本次重

点科研课题的研究质量，中国会计学会于 1999 年 9

月下发了《1999 重点会计科研课题检查和鉴定办法》

和《1999 重点会计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办法》。

三、评选、出版 1999 年度会计学论文

1999 年，中国会计学会向全国所有会计期刊编

辑部、会计学术机构和团体发出通知，组织开展

1998 年度优秀会计学论文评选活动。中国会计学会

组织专家评委对各地上报推选的论文进行严格评审，

共评选出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10 篇、三等奖 23 篇和

鼓励奖 7 篇。最后将获奖论文汇成专集《会计学论文

选（1998）》出版。

四、继续办好《会计研究》会刊，编印

《会计研究文摘》

为办好《会计研究》会刊，中国会计学会多次召

开特约编辑会议，广泛听取会计界专家、学者的意

见，不断提高《会计研究》质量。《会计研究》编辑

部建立了严格的工作程序，试行了匿名审稿制度。

此外，1999 年中国会计学会积极筹备内部资料

《会计研究文摘》（季刊）的编辑工作，为读者奉献一

份以选摘面广、质量高、篇幅短、信息量大、内容丰

富为特点的会计研究资料。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  周守华执笔）

中国税务学会

一、组织开展多种层次的税收课题调研

活动

1999 年，中国税务学会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经

济和税收工作形势，联合部署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税收理论”、“税收与宏观经济调控”、“加强税收

征管”、“提高税收占 G D P 比重途径”、“依法治税”

等课题研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1 月份，在重庆

召开的全国税收理论研讨会上，各地推荐交流的论文

和调查报告 50 多篇，观点综述 6 篇。

1999 年，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承担的税收与经

济关系、深化税制改革及税权划分三个重点专题，分

别提出了总报告和分报告。这些报告理论联系实际，

观点鲜明，综合反映了群众调研成果的精华，理论上

有突破性提高。

二、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1999 年 3 月 25 日，中国税务学会在广州召开了

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会上对第三届学会四年来的工

作进行了总结，通过了学会新的章程，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理事及学会领导机构成员（名单附后），研究部

署了下届学会工作方针。新一届理事会继续按照老中

青相结合、现职领导同志同离退休老同志相结合、国

税地税相结合、税务系统内部与学术界、教育界、企

业界有志于税收学术研究人士相结合的原则组成，适

当增加中青年及企业界理事名额，理事名额总的略有

增加，理事总数 240 人。

三、继续开展同港台税务交流

1999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了第 12 次海峡两岸税

务交流会。会上着重就有关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税收政

策、税收负担、税务管理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会后，

台方访问团还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召开了台租税研究会

团体会员厂商座谈会。

1999 年 6 月，中国税务学会同香港税务学会在

北京举行了税务交流会。会上，中国税务学会介绍了

近期大陆税收事业的发展情况，香港税务学会介绍了

香港回归一年来经济与税收变化情况，同时就双方关

心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实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并草拟了

两会加强交流合作的意见。

四、举办首届全国税收诗词作品展评活动

为庆祝新中国建国 50 周年及税务总局成立 50 周

年，推进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税务学会组织

开展了首届全国税收诗词作品展评活动。这一活动从

发起到 1999 年 7 月结束，历时半年多，共收到1 231

人的参赛诗作2 076首。参展诗作内容丰富，从不同

角度歌颂和展示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

祖国繁荣盛况和税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税务

战线职工爱岗敬业和不辞艰辛、为国聚财的先进事

迹。经评委会认真评选，共评出一等奖 50 篇，二等

奖 100 篇，三等奖 191 篇。

五、加强与国际税务同行的交往

1999 年 10 月，学会组团出访荷兰、英国，访问

了国际财政文献局、英国财政部、国内收入局、英国

税务学会、荷兰税收博物馆、英国关税货物税国立博

物馆，并就相关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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