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财政学会

1994 年中国财政学会及其所属专业委员会和工

作委员会以及各级财政学会的学术研究，围绕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深化经济

体制和财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研讨活动。

一

中国财政学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各

种活动。学会的常务理事会，对我国财政经济生活的

重大问题，都召开会议，进行学习和座谈有关文件，

分析政治经济形势，讨论财政经济问题。例如，为了

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在《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第

二版出版发行后，中国财政学会于 1994 年 12 月 7

日召开常务理事会议，结合学习体会，分析和探讨了

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着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提出了参考意见。同时，要求各级各地财政学会，认

真组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以

指导理论研究工作，保证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

1994 年新财政体制和新税制的出台，是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迈出的重大步伐。为了分析和探讨新财政

体制和新税制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财政学会于

8 月 2 日至 5 日在内蒙古海拉尔召开了“财税改革研

讨会”，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税制改革、分税制

财政管理体制、财税配套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

议还讨论了通货膨胀问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特别

是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提出了很多见解，对

物价走势进行了预测和估计。

关于税制改革问题，大家主要对新税制运行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如税制改革对物价的影响问题，

税制结构问题、税制改革与价格改革的关系等。对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大家认为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如何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问题，税收

制度改革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如何配套问题，税种

如何划分以及如何确定少数民族地区财政体制问题。

在这次研讨会上，对资金紧张问题，代表们有不

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从宏观上看，无论是资金

存量还是增量，都是比较宽裕的。造成资金宏观宽

裕、微观紧张的原因，主要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

地区间资金调动不灵，以及一些银行有意拉长资金结

算期等。也有人认为，资金紧张主要是经济运行上存

在问题，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有关。大家对

缓解资金紧张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三

中国财政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研讨活动。1994 年 5、6 月份在

北京召开三次经济杠杆座谈会，研究讨论经济形势、

宏观调控和通货膨胀等问题。6 月初，在四川省洪雅

县召开了第六次中青年财政理论讨论会，重点讨论了

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9 月下旬，在浙江萧山

市召开第八次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会上围绕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治理通贷膨胀等经济热点问

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和理论探讨。11 月底，在西安市

召开了中国财政史理论研讨会，讨论了财政政策在中

国历代财政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还就 20 世纪

中国财政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内容，开展协作研究等

问题交换了意见。

1994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级财政

学会的活动相当活跃，大部分地区结合财税改革以及

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财源建设等问题进行协作研究和

理论探讨。有些地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深

度，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现实参考价

值，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与赞

赏。山东省财政学会完成的《关于加强我省财源建设

的研究》，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剖析财源现状，提

出了山东省财源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对策等

建议，其中许多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及市地县党政

领导的重视。河北省财政学会组织力量完成的《新财

税体制下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增加财政收入的

若干建议》，省政府给予充分肯定，省政府办公厅将

该建议印发供各级政府决策参考。湖北省财政学会针

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出台，与有关部门协作研究，提

出了建立效益财政的设想，向省政府写出专题报告，

省政府将此报告作为文件批转各地参改。

（中国财政学会供搞，程北平执笔）

中国会计学会

1994 年，中国会计学会适应会计改革的需要，

发挥智力优势，在开展理论研究、培训会计人才方

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积极组织、推动会计学术理论研究

（一）拟定中国会计学会近期重点科研课题，采

取招标的办法，落实课题承担单位。为了进一步落实

中国会计学会四届理事会通过的“八五”科研规划，中

国会计学会于 1994 年 7 月，结合会计改革的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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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任务，提出了近期开展会计理论研究的重点科

研课题，并力争在两年内取得成果。课题包括：关于

会计与社会发展、经济环境及中西会计比较问题的研

究；关于建立与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内部管理相

适应的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

的研究；关于注册会计师制度的研究；关于会计电算

化问题的研究；关于会计教育问题的研究等五个方面

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又具体化为 14 个题目进行招

标。这项工作在会计界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参与者十

分踊跃，共收到课题申请标书百余份，经专家评审，

共有37 个单位中标。

（二）开展有奖征文活动。1994 年下半年开始，

结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与会计工作”为主题，中国会计学会与珠海远方电

脑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珠海远方杯会计学论文有奖

征文”活动，效果很好。

（三）开展 1993 年度会计研究优秀论文评选活

动。评选采取由全国各省级会计学会、各专业会计学

会、各专业委员会从公开发行的会刊中推荐的办法，

有 30 多个单位的 90 篇论文参加评选，经专家评委

会评选出了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10 篇、三等奖 28

篇，并汇集成册。

（四）组织学术会议。1994 年 11 月，中国会计

学会以“注册会计师发展史”为题，在江西召开了第三

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会计史研究组成

员、部分应征论文作者和特邀代表共35 人。财政部

会计司领导到会并讲话，希望大家就当前注册会计师

事业发展中突出问题，如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所

处的历史时期、如何改革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体制、

如何理顺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注册会计师自身

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进行深入研究，为现实工作服

务。与会代表就注册会计师的法制建设、审计标准、职

业道德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学术交流。

（五）举办培训班。1994 年下半年，中国会计学

会杭州培训部在浙江省会计学会的具体组织下，举办

了6 期会计人才培训班，有 1 100 多人参加培训。

二、建立学会间的相互联系，推动学会工作开

展。

经财政部领导批准，中国会计学会与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于 1994 年 3 月分署办公。5 月，新组建后

的会计学会秘书处召开了学会所属专业委员会、分会

的秘书长会议，通报情况，介绍学术活动安排。7

月，召开了学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长张佑才、

副会长杨纪琬、阎达五、朱德惠及常务理事 23 人

参加了会议。张佑才会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

听取并审议了学会工作报告和今后工作安排意见，对

近期重点科研课题的总结说明；会议还原则通过了

《关于办理团体会员、会员单位登记及适当发展个人

会员的意见》。

8、9 月，分别召开了各全国性专业会计学会秘

书长联席会和中国会计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分会第二

次秘书长会议，通报了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情况，布

置《会员登记》和科研课题。

三、组织书刊编辑工作

1994 年，会刊《会计研究》积极配合经济工作

中心和会计改革，开展理论研究，在刊登高质量的学

术论文的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此外，1994 年

学会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会计百科全书》、《高

级会计实务》、《国际会计准则》等书。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田志心执笔）

中国税务学会

1994 年，中国税务学会坚持服从、服务于改革

开放的大局，紧紧围绕税收工作中心，密切配合新税

制的实施，积极开展学会工作。在组织推动群众性税

收学术调研活动，拓展海峡两岸税收交流，加强学会

自身建设， 开展税收宣传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

得了一定成绩。

一、积极开展税收学术调研活动

1994 年，结合工商税收制度的全面改革，学会

调研工作紧紧围绕市场经济与税收、如何完善新税

制、改革征管这个主题展开。1994 年年初，中国税

务学会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向各地学会及有关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部署了调研课题。这些调研课题包括：

1.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地位，职能

和作用问题；2.新税制执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

完善税制的对策；3.关于规范国税系统、地税系统及

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4.关于深化征管改革问

题。按照这些课题，全国划分了四个专题组，每组的

活动安排由课题组的牵头单位，会同中国税务学会参

加课题活动的领导组织实施。各组都在广泛深入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于 8、9 月份召开了专题组研讨会，

交流科研成果，并推荐质量较高的论文参加了 11 月

在深圳市举行的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税收理论

研讨会，进行交流。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及调查报告

38 篇，专题组观点综述 4 篇。这些文章紧密结合实

际，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研究水平也较前有所提高。

对于深化税收宣传，提供领导决策，都起了一定作用。

在国际税收研究方面，集中力量抓住外国税制动

向、“复关”后的税收对策，税收管理体系等问题开展

了研究活动。10 月份，于河北省三河市召开了国际

税收理论研讨会，对税收实际工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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