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轰动，掀起了普及珠心算教育的高潮。吉林省珠心

算普及率以 每年小学入学人数 12 % 的指标递增，

1999 年已达 50 万人，约占全国普及人数的 1/3。湖

南省1999 年增加珠心算学生约7 000名。如今不仅全

省已有 4 万多名学生在接受珠心算教育，他们在三算

（笔算、口算、珠算）教学方面也居全国领先地位。

目前全省 24 个县（市）已普及了三算教学，在校学

生 101 万人。北京珠协为适应教学需要，将“三算教

学研究会”改名为“三算、珠心算专业委员会”，由

区县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和骨干教师加入三算、珠心

算领导班子，形成教育、财政和珠协共同发展三算、

珠心算教育的新局面。据统计，北京市共有三算实验

班204 个，学生7 752 人；珠心算班 157 个，学生

6 000人。

二、积极组织珠算技术等级鉴定，基本完

成预定任务

1999 年，各地对珠算鉴定工作抓得紧，措施得

力，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如山东省 1999 年比上

年约增加 3.5 万人次，累计近 68 万人次。安徽省珠

协在采取珠协与会计部门紧密配合，颁发会计证必须

取得珠算等级合格证，开展电算化与珠算鉴定要互相

支持，共同发展等措施的同时，加强鉴定员培训，强

调保质保量。使全省珠算技术等级鉴定达近 7 万人

次，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黑龙江省珠协，在财经

类院校生源减少的情况下，仍完成鉴定 6 万多人次。

三、珠算技术比赛异常活跃，盛况空前

（一）全国第十三届少数民族 “椰树杯”珠算技

术比赛，于1999 年 10 月 26 日在海口市举行。有 12

个省区 13 支代表队（东道主两个队），38 名选手参

加这次比赛。吉林省代表队获特等奖，湖南省代表队

获一等奖，贵州省、海南省一队获二等奖，四川、广

西、新疆获三等奖，湖北、云南、海南二队、内蒙

古、西藏获优胜奖。个人全能前 3 名均由吉林选手夺

得。本届比赛还有 11 名选手达到珠心算段位标准。

（二）’99 海峡两岸珠算通信比赛于 1999 年 5 月

9 日圆满结束。参赛人数达643 565人，为历届人数最

多的一次。本次通信赛获特等推广奖的 15 个、一等

奖 2 个、二等奖 1 个、三等奖 5 个，获奖面占总数的

66%。

（三）各地珠算技术比赛也十分活跃。1999 年黑

龙江省珠协举行了第 15 届珠算技术比赛，全省有 19

支代表队、72 名选手参赛。安徽省珠协 1999 年 11

月举行了全省第 13 届暨中专学校第 5 届珠算技术比

赛。有地市组 18 支代表队、中专组 12 支代表队，共

90 名选手参赛。天津市珠协 1999 年举行了’99 跨世

纪少儿珠心算“希望杯”大赛。这些比赛既有利于提

高珠心算水平，也推动了各地珠心算工作的开展。此

外，1999 年 8 月，浙江省珠协还与台湾省台北市儿

童教育协会举办了 “首届海峡两岸学童杯教学、珠心

算友谊赛”，香港也举行了珠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

珠心算邀请赛。

四、珠算理论研讨与学术交流硕果累累

1999 年，珠算理论研讨与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

跃，一批著述经有关省市科委批准立项，并经专家鉴

定上报验收。如由中国珠算协会算理算法专业委员会

95 课题组编著的《中国珠算古今各类算法的评价与

选优》、山东省珠算协会组织编著的《珠算式心算的

理论与实践》、安徽省黄山高等专科学校郁祖权等申

报进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研究课题《珠

数结合进行低幼儿童数学教育》以及浙江绍兴柯桥学

区的《大面积推广珠心算教学的可行性研究》课题。

中珠协算理算法、珠算教学和三算教学专业委员会先

后召开了年会进行学术交流。其中三算教学专业委员

会于 1999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的经验交流会，

有 13 省市三算教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92 人参加。会议

结合三算教学实践，进行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同时

进行了论文评选，有 105 人分获一、二、三等奖。

五、表彰先进

1999 年中国珠算协会开展了评选表彰先进活动。

共表彰“全国珠协系统先进集体”205 个单位；“全

国珠协系统先进工作者”246 名；“全国珠协系统优

秀珠算教师”271 名；同时，对从事珠协专兼职工作

满15 年的 974 名同志，颁发了荣誉证书。

六、国际民间交往

1999 年 12 月，以中国珠算协会会长朱希安为团

长一行 2 人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

泰国。

（中国珠算协会供稿，朱希安执笔）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

1999 年，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金融政策和法律

法规，坚持 “清理整顿和调整发展并重”的经营方

针，强化管理，规范经营，勇于探索，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经营状况和基础管理有所改善，基本实现了年

初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一、继续实行清理整顿

1999 年，公司根据信托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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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清理整顿的基础上，结合中央关于金融类企业

脱钩移交的决策精神和国办转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信托公司清理整顿的方案要求，继续实行清理整顿。

第一，进一步强化了资金的集中管理。1999 年，

公司决定将股票自营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集中于证券

总部，并须经公司批准方可实施。营业部一律不得自

行开展这两项业务，而主要以二级市场代理业务为

主。

第二，继续盘活存量资产，清理债权债务。1999

年，公司证券总部专门成立清欠办公室加大诉讼催收

力度。集中处理公司证券系统的债权债务，抓紧法人

股的回收变现。信贷业务实行目标责任制，分类催收

逾期贷款，实业投资业务由公司对下属企业提出分类

清理整顿方案，对经营不善，难有起色的企业，将资

本金和往来资金逐步回收公司，对资产实行回收变

现；对少数有前景的企业，实行整顿。

第三，继续规范公司的业务运作。1999 年，公

司根据国家关于信托业规范经营的要求，停止发放新

的贷款，取消信贷部门的贷款授权，防止出现新的不

良贷款；严格分开委托资产与自有资产，对委托资产

的运作单独做账；证券一级市场承销停止搞过桥贷款

等规定，有效控制了新的经营风险的产生。

二、在调整中求发展

1999 年，公司在继续清理整顿的同时，积极着

手进行调整发展工作，在建立规范的信托公司的组织

架构和业务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公司组织机构。一是

调整和充实了证券总部的领导班子，强化了公司对证

券系统（含下属营业部）的统一管理，为今后成立证

券公司作准备；二是为了加强对各类投资企业的管

理，适应分业的要求，于 1998 年底成立的中经信投

资有限公司，1999 年正式开始运作；三是在原信贷

部的基础上组建资产管理总部，继续清理催收逾期贷

款，开展资产委托和变现管理。此外，还成立了法律

事务部，负责处理公司有关法律方面的事务。

第二，在新业务开拓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一是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1999 年已正式运作，公司参

股设立的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已成功托管 “基金景宏”

等 4 只证券基金，共计托管资产 70 亿元。二是开辟

了资产管理业务，如接受财政部委托对原中农信资产

进行管理等；三是着手进行了产业基金的研究开发工

作；四是对企业购并等中介业务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

试。

第三，公司改制和分业工作加紧筹划。一是为适

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1999 年公司开始筹划

股份制改造，吸收以信托公司为主的多元投资主体共

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二是根据国家关于金融分业的

要求，积极做好把证券业务从公司分离出来并联合其

他机构组建证券公司的准备工作。

三、建立健全内部监控机制

一是加强公司的内部审计。1999 年，公司审计

部在先后对 11 家证券营业部和 6 家下属企业进行了

审计的同时，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多个专项审计，有

力地促进了公司的规范经营和严格管理；二是严把资

金的审批关，世行转贷项目和公司内部往来资金一律

须经贷审委审查，有效地控制了经营风险；三是成立

了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公司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审

查，确保了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四是建立了

各级领导管理责任制，公司人事部将此作为一项重要

内容纳入干部的业绩考核。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 资公 司供搞，汪习武执笔）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1999 年，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为适应会计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推进会计继续教育事业发

展，努力拓展远程教育工作，为全国数百万基层会计

人员提供了就地接受会计专业教育和知识更新培训的

机会和条件，受到了广大会计人员的欢迎。

一、继续加强教学和教学管理的质量监督

（一）继续坚持一年两次的随机抽考式教学质量

检查制度。1999 年 1 月，函校总校对 17 个省（区、

市）校共 28 个函授站的1 570名学生进行了抽考，抽

考课程为《基础会计》和《成本 会计》，出考 率

96 % ，及格率 65 % ；6 月，又对 15 个省（区、市）

校共 27 个函授站的1 430名学生进行了抽考，抽考课

程为《企 业 会计》和《财 务管理》，出 考率 达到

98 % ，及格率为 60 % 。之后，总校针对抽考及格率

下降，教学质量出现滑坡趋势等问题，及时研究对

策，以保证中专学历教育的教学质量。

（二）开展 “迎接新世纪，做合格校（站）长”

活动，要求各级办学单位的领导干部加强政治理论和

业务知识的学习，完善和提高教学与教学管理工作，

并通过建立健全基层校（站）长的考核制度，促进教

学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全面开展教学大检查工作。1999 年 2 月，

总校建立督学队伍，以加强对各地办学工作的监督和

指导。10 月，由总校和部分省校督学、负责人组成

的教学检查组，分三路对山东、安徽、江西、湖北、

广东、广西、四川、重庆等 8 所省、市校的自身建

设、教学工作、日常管理，及开展会计继续教育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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