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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支持。二是推动地方会计管理机构更好地开展有关工作。

研究起草《加强和改进基层会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并

先后在上海、北京、青海、山东等地进行座谈和调研，征求

部分省、市、县（区）会计管理部门的意见，并作为会议材料

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讨论。三是大力倡导和弘扬优秀会

计文化，总结提炼会计精神。2012年5月，印发《关于组织

开展中国会计文化建设征文活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会计文化征文活动。四是利用财政部内部刊物、财政部网

站、《中国会计报》等向部内外反映会计管理工作动态，加强

会计工作的内外宣传。

十一、加强会计理论研究工作，提高会员管理和

服务水平

一是开展会计指数等研究，组织重点课题研究，为企业

会计准则修订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建设、政

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等提供理论支持。组织开展基础

性、拓展性会计理论研究，针对会计文化建设、环境会计、

会计与企业价值创造、会计与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等一系列

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学术研究，推出一批原创性学术

成果。二是做好《会计研究》编审工作，加强审稿人队伍建

设，完善双向匿名审稿系统，提高编审工作效率，巩固和扩

大《会计研究》的社会影响，做好《会计研究》英文版的出版

发行工作。三是加强会员管理，完善会员发展机制，做好会

员分级管理，明确会员服务框架，修订《中国会计学会分会

管理办法》，推动分会完善各项制度，组织开展分会年检，

促使分会照章办会。四是进行网站开发重建，继续完善各项

功能，为会员管理和服务搭建更好的平台，建立较为完备的

电子信息资料库，整理学会档案和文件资料室，为学会做好

“两个服务”积累资料和资源。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

预算会计管理工作

2012年，国家预算会计管理工作按照财政科学化精细

化管理的要求，在加强预算会计制度建设、账户管理、财政

资金安全管理、决算编审管理和推进政府会计改革等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

一、不断完善预算会计制度

（一）制定发布《财政总预算会计管理基础工作规定》。

为适应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财

政总预算会计基础管理，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财政部制定发

布《财政部关于印发 <财政总预算会计管理基础工作规定 >

的通知》，明确总预算会计管理工作内容及相关要求，对总

预算会计岗位设置、人员配备、账户管理、财政资金收付管

理、会计核算与对账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二）制定发布《财政部关于地区间援助资金会计核算

的通知》。为适应地区间援助资金预算管理需要，规范地区

间援助资金会计核算，财政部制定发布《财政部关于地区间

援助资金会计核算的通知》，规定在《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

中增设收入类“地区间援助收入”会计科目，支出类“地区

间援助支出”会计科目。“地区间援助收入”科目用于核算受

援方政府财政部门收到援助方政府财政部门转来的可统筹

使用的各类援助、捐赠等资金收入。“地区间援助支出”科目

用于核算援助方政府安排用于受援方政府财政部门统筹使

用的各类援助、捐赠等资金支出。

二、继续加强账户管理

（一）进一步规范财政专户管理。一是继续大力清理整顿

地方财政专户。根据《财政部关于清理整顿地方财政专户的

整改意见》文件要求，地方财政部门对清理整顿财政专户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进一步精简财政专户数量，

规范财政专户管理。截至2012年6月底，地方各级财政部门

累计撤并财政专户6.9万个，撤户率达30％。为确保地方财

政专户整改工作落实到位，财政部统一部署组成12个工作

组，于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对地方36个省份及所辖部分市、

县清理整顿财政专户整改情况进行检查。二是推进财政专户

归口财政国库管理机构统一管理。中央本级已实现财政专户

全部归口国库管理，绝大多数地方财政专户也归口财政国库

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地方财政部门国库管理机构与财政部门

预算管理机构明确财政专户管理职责分工，形成“管钱”与

“管事”分离的监督制约机制。三是研究建立财政专户管理长

效机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

政专户管理意见的通知》等制度要求，研究起草《财政专户

管理办法》，对财政专户的开立、变更和撤销，开户银行选择

与管理，资金管理，监督检查等作出明确规定。

（二）做好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工作。一是做好预算

单位银行账户年检工作。切实加强对各专员办中央基层单

位账户年检工作指导，及时汇总上报账户年检执行情况。

2011年度中央单位账户年检合格率进一步提高，从年检情

况看，已纳入管理范围的22 796户中央预算单位，除83户

转制为企业或撤并退出管理范围外，均参加了年检。单位申

报年检账户共82 429个，年检合格账户81 621个，不合格账

户808个，年检合格率99.02%。二是严格预算单位银行账户

日常审批管理。认真做好中央一级预算单位账户审批、备案

等工作，截至2012年12月底，审批同意开设账户24个（含

变更开户行），新开备案类账户108个。三是加强民口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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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审批管理。审批开设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特设账户，

为民口专项资金全面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做好基础保障。截

至2012年12月底，为工信部、农业部、卫生部等7家民口科

技专项牵头单位所属9个专项共118户承担单位开设特设账

户。四是完善账户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动态网络平台建设。

做好系统日常跟踪维护，及时解决专员办和预算单位在账

户上报、数据统计、年检审核等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增加

账户综合查询、工作进度查询、岗位流程设置等功能，进一

步实现账户动态管理。

三、加强总预算会计基础工作，保障财政资金安全

（一）做好中央总预算会计核算工作。结合新增、变动等

财政业务，重新规范梳理中央总预算会计科目设置，优化相

关会计核算工作流程，制定具体会计核算操作规程，对纳入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及非税收入收缴改革资金进行分类明

细核算，及时编制相关会计报表，确保总会计信息准确完整。

（二）加强财政资金调度管理。一是加强国库和财政专

户资金调度，及时、有效办理资金支付，促进积极财政政策

的落实。二是科学安排财政专户资金存款期限，提高资金管

理效益。根据支付进度，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

财政专户定期存款比重、准确选择购汇时机、合理分配本外

币资金结构，在增加利息收入的同时，降低操作成本。三是

及时申请购汇额度，合理安排资金头寸。认真测算政府外债

及国际金融组织债务还款用汇，及时申请外汇额度，合理安

排资金头寸，保障对外债务及时清偿。

（三）进一步提高库款资金预测水平。一是加强库款收

支情况研究，提升库款分析能力。加强财政库款情况研究分

析，掌握库款异常变动、结构状况和发展趋势，全年编报36

期《中央财政库款情况旬报表》、12期月度《库款情况报告》。

二是完善国库现金流量预测体系，提升预测科学性和准确

性。完成2012年度预测和日常分月滚动国库现金流量预测，

全年编报分月库款预测12期。研究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制度

办法，规范现金流量预测内部操作，探索按月分日预测，推

进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研究宏观经济与预测的数量关系，

完成《影响中央财政国库现金流量预测的因素分析—基于宏

观经济社会指标和财政管理的实证分析》专项课题，不断提

升库款预测和研究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四）规范财政借款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为进一

步提高财政资金管理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制定发布

《财政部关于开展地方财政对外借款清查工作的通知》，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地方财政对外借款清查工作。

四、进一步加强决算管理，不断提高决算分析水平

（一）做好财政总决算管理工作。一是圆满完成2011年

中央财政决算编制工作。二是扎实开展2011年度地方财政

总决算汇审工作。3月完成2011年地方财政总决算简表审核

汇总，为全国人大审查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提供背景材料。

4月召开地方财政总决算会审会，集中审核地方财政总决算

报表，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全国财政收支决算和决算

公开奠定基础。三是深入推进决算分析工作。深入开展专题

调研，有针对性地撰写调研报告，提出政策建议。针对各方

面关注的地方非税收入规模大、增幅高以及管理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撰写《2011年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基本情况》。在

此基础上，组织相关地区作进一步专题调研，对非税收入管

理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继续跟踪分析，完成《地方政府非税收

入情况跟踪调研报告》。

（二）做好部门决算管理工作。一是夯实部门决算管理

基础。财政部制定发布《关于印发 <财政部中央部门决算管

理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明确财政部内部相关司局在
部门决算各工作环节的职责分工和工作程序。细化部门决

算审核工作方案，改进部门决算软件及审核查询系统功能，

做好2012年度中央和地方部门决算布置和培训的组织工

作。二是认真开展向全国人大报送中央部门决算草案工作。

财政部完成报送全国人大审查的2011年度中央部门决算草

案汇编工作，比2011年提前1周时间。三是推进部门决算

批复和账表一致性核查。财政部于2012年7月全部完成中

央部门决算批复工作。地方部门决算批复范围比2011年明

显扩大，批复程序和批复内容逐步规范。部门决算账表一致

性核查工作初步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四是部门决算公开

取得实质性进展。2012年，“三公经费”预决算、“三公经费”

实物量和行政经费首次随同中央部门决算一并向社会公开，

共有98个中央部门公开部门决算、“三公经费”2011年决算

和2012年预算，80个部门首次公开行政经费支出统计数。

部分省、区、市也公开本级部门决算等相关信息。

五、政府会计改革稳步推进

（一）积极开展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试编工作。一

是总结分析2011年试编工作情况，形成《关于11个地区试

编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情况报告》。二是继续推

进2012年试编工作 ,扩大试编范围。制定发布《2011年度权

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办法》和试编指南。2012

年，试编工作扩大到23个省份，参加试编的省份均按要求

上报省本级2011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12个省份还选择

部分市县（区）试编并提交本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

作取得预期成效。

（二）认真组织开展专题研究。组织试编省份对政府会

计改革关键的11个专题开展深入研究，在固定资产核算、

完善政府财务状况分析指标体系、养老金负债测算、国有企

业投资核算方法、政府财务报表编制方法等领域取得突破。

（三）积极参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研究制定工作。

一是参加4次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会议，参与

讨论公共部门会计概念框架项目以及公共部门主体财务长

期可持续性报告、财务报表讨论与分析、首次采用权责发生

制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项目，结合我国实际对会

计准则议题提出反馈意见。二是组织召开政府会计改革国

际研讨会 ,邀请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和技术主
管专题介绍国际上政府会计改革最新进展情况。三是组织

国内政府会计领域专家对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有关议题

开展跟踪研究，及时提供咨询建议。

  (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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