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族传统文化，发展珠算事业。一是组织全省小学生珠算式心

算邀请赛，全省共有9 个市 10 支代表队 40 名小选手参加了

比赛。到2000 年底，全省参加珠算式心算学习的已达1.61

万人。二是在5 月，组织全省3.1 万人参加了 2000 海峡两

岸珠算通信比赛。11 月，在合肥举办了全省第二届职工珠

算技术比赛，共有9 支代表队 36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三是

坚持开展珠算技术等级鉴定，全省共鉴定 4.3 万人次。四是

积极向中国珠算协会会刊、省会计学会会刊等推荐发表近

10 篇有关文章，编印《安徽珠算简报》10 期共2 000余份。

（安徽省财政厅供稿  戴儒鸣执笔）

福建省会计工作

2000 年，福建省会计工作以《会计法》宣传、培训工

作为中心，积极推进会计人员委派制度试点工作，抓好会计

人员管理，普及会计电算化，加强会计学会和珠算协会建

设，促进会计工作全面发展。

一、加强《会计法》的宣传、培训，开展会计

信息质量抽查工作

（一）加强《会计法》的宣传、培训工作。

1.认真宣传《会计法》。《会计法》公布之后，立即在

全省开展了《会计法》宣传周活动，利用报刊、广播、电视

等新闻媒体，大力宣讲《会计法》。为了加大《会计法》的

宣传力度，配合财政部组织的以宣传《会计法》为主要内容

的“金蝶杯”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组织全省 52 497

名会计人员参加了第一赛程的应试，并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

“华兴杯”第三届会计知识竞赛，共组织了12 个代表队，其

中 6 个队进入决赛。

2.组织单位负责人《会计法》培训。《会计法》要求单

位负责人应该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负责。因此，单位负责人正确理解和掌握《会计法》的

基本内容，对于保证《会计法》在本单位的贯彻实施至关重

要，为此，在全省范围内通过邀请会计专家、教授讲课等形

式，对 1 万多个单位的单位负责人进行培训，收到良好

效果。

3 .把《会计法》培训作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内

容。为了保证广大会计人员全面学习和掌握《会计法》的基

本内容，福建省把《会计法》培训作为 2000 年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主要内容，共有15 万以上的会计人员接受了培训。

4.加强对《会计法》培训的管理，保证培训质量。通

过专家、教授讲课形式，组织好《会计法》的师资培训，严

格审查培训点，加强对《会计法》培训工作的检查、监督和

验收，确保培训质量。

（二）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

开展 2000 年会计信息抽查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会计法》，规范企业的会计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

审计行为，省财政厅于 2000 年 10～12 月统一组织对全省

60 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抽查。此次抽查对象包括国有

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相应的社会审

计机构。主要检查 1999 年度会计信息及执业质量，对重大

违法违纪问题可追溯到以前年度。同时，对 2000 年 7 月 1

日以来新《会计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的重点内

容：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

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会计核算是否符合

《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从事会计工作的

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资格等。对会计师事务所抽查的重点内容

主要包括：承办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具备审计国有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资格；是否按规定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

序；审计工作底稿是否完整、合规；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否客

观、公正、真实，是否按规定披露了企业的相关财务问题

等。

二、积极稳妥地开展会计人员委派制试点

实行会计委派制是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是强

化政府监督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之一。根据中央的部署和

要求，福建省一些地区和部门相继开展了试行会计委派制工

作，主要做法是从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入手，由政府部门

或产权单位作为所有者，向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委

派会计人员，受委派人员代表委派部门监督被委派单位的会

计行为和经济活动，并在业务上受委派单位领导，通过会计

核算参与其内部管理。到2000 年底，全省已有5 个地级市，

12 个县进行会计委派试点工作，共建立委派机构 15 个，委

派会计人员 386 人。会计委派试点形式有：对行政事业单位

直接委派会计人员；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集中核算制度；向

国有企业委派财务总监或会计人员。

三、抓好会计人员管理，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

素质

（一）抓好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根据《会计法》和

《福建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有关精神，组织了

以《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新颁发的具体会计准

则为主要培训内容的各种继续教育培训，全省共有 15 万人

参加了培训（其中中直、省直单位 3 万人以上）。通过组织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对会计人员知识更新和业务素质的

提高，对增强会计人员参与经营管理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组织会计从业资格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确

保考试顺利进行，并及时办理有关证书。①根据财政部下发

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精神，草拟了《福建省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并上报财政部审批，拟于200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实施办法》出台，为福建省会计从

业资格的规范管理，提供了法规保障。②开展第二次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年检，有 15 万以上会计人员通过年检。③组织

2000 年会计从业资格证的考试，全省报名人数9 906名，参

考人数6 990名，参考率70.56% ，合格率46.28% 。④组织

全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省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报

名人数5 683名，参考人数3 083名，参考率 54.25% ，取得

合格证书的人数1 102名，参考合格率35.74% ；全省初级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报名人数26 964名，参考人数14 360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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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率 53.26% ，取得合格 证书的人数4 903 名，合格率

34.14% 。此外，还组织了2001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名工作。

（三）组织高级会计师评审。由 25 名会计专家组成的高

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对 58 名申报高级会计师的评审材料

进行认真评审，其中43 人通过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

（四）继续办好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按照“从严治学，

质量第一”的办学方针，坚持“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并重”

原则，扩大了办学规模，增强学校发展的后劲。2000 年共

招收新生2 228名，超额完成计划的11.4% 。同时，有1 672

名学生毕业。

四、普及会计电算化工作

（一）加强会计电算化软件管理。根据《福建省加快发

展会计电算化事业意见》和《福建省财政厅会计核算软件市

场管理办法》，组织有关专家对新华兴 CK2000（VB 版）、

CK 2000V C 版（含VC 医院专用版）、万德（VAD COM 6.0）、

开创软件和九方软件等财务管理软件进行评审和测试。

（二）进一步开展会计电算化初级培训。除组织编写教

材、选择培训点外，进一步改革考试形式，由无纸有盘化考试

改为无纸无盘化考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000 年全省会

计电算化初级培训人员达37 690名，30 849名取得合格证书。

（三）进一步加快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验收步伐。根据

《福建省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的审批办法》，2000 年，全省

共审批验收63 家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单位。通过验收，纠

正了某些单位电算化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数据安全性欠

缺、会计档案管理不规范、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

五、指导、管理省会计学会和省珠算协会工作

（一）召开福建省会计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会计

学会成立 20 周年庆祝大会。会议回顾和展望了20 年会计学

会工作；表彰了对会计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颁发

了从事会计工作30 周年荣誉证书，全省共有3 500人获此殊

荣；表彰了热心支持会计学会工作的先进集体 6 个和先进个

人27 名；开展了先进会计学会经验交流；邀请黄世忠教授

作《中外会计改革新动向》的学术报告；组织了会计学术交

流，共有10 篇文章参加了交流；通过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讨论并通过第五届理事会

工作计划。到2000 年底，福建省会计学会共有团体会员 54

个，个人会员 448 名。

（二）召开福建省珠算协会成立 20 周年庆祝大会。会议

举行了珠心算、珠算比赛；回顾与展望省珠协 20 年工作；

表彰了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召开了省珠协五届三次理事会

和五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了 2000 年省珠协工作报告

和2001 年工作设想。到2000 年底，福建省珠协共有团体会

员 36个，个人会员1 095名，理事会有荣誉理事 48 名，常

务理事33 名，理事89 名。

（福建省财政厅供稿  王宁静执笔）

厦门市会计工作

2000 年，厦门市会计管理工作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认真宣传贯彻《会计法》，以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为重点，以

推进会计准则制度建设为主线，从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入手，

不断深化会计改革，推动各项会计工作稳步发展，并在特区

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宣传贯彻《会计法》

根据财政部有关部署，市财政局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广

泛宣传贯彻《会计法》，主要措施有：①认真组织收看《会

计法》电视广播讲座。以文件通知和在《厦门日报》上刊登

通知的形式，要求全市各单位按时组织收看《会计法》电视

广播讲座。②举办大型《会计法》系列专题讲座。7 月 18

日、19 日举办单位负责人《会计法》讲座，全市近2 000名

单位负责人参加。③邀请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高一斌来厦门

给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作《会计法》专题辅导报告，促进各级

领导干部带头学好《会计法》。④区别不同对象，将《会计

法》和具体会计准则纳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程。⑤

组织全市10 020名财会人员报名参加财政部组织的第二届全

国会计知识大赛第一赛程的比赛。⑥组织全市会计法及会计

知识电视有奖大赛，评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

3 名。⑦选拔优秀代表队赴京参加全国第二届会计知识大

赛，并荣获组织奖。

二、加强会计法规制度建设

2000 年，市财政局及时转发了《企业会计准则——非

货币性交易》、《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办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若干问题解答》等会

计法规制度，制定《厦门市会计人员委派制暂行办法》，《住

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及《补充规定》，进一步完善会计

法规制度体系，保证新《会计法》顺利贯彻实施。

三、开展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

2000 年，厦门市加大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的力度。市

人民政府批准市财政局制定的《厦门市属国有企业财务总监

委派及其管理试行办法》，在政府财政部门下设会计管理中

心，公开向社会招聘财务总监。根据厦门市的实际情况，按

照“抓好试点、稳步推进、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

对首批试点单位，采取三种不同的委派形式：一是由政府对

市属国有资产公司和资产投资一体化公司直接委派财务总

监；二是在承担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业主公司、使用财政拨

款数额较大或财政政策亏损补贴较多的单位选择定点，直接

委派财务总监；三是由产权主体向下属企业、股份制公司董

事会委派财务总监。到 2000 年底，厦门市第一批列入委派

财务总监试点单位有 17 家。与此同时，市属部分区也根据

自身特点开展区一级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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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如：开元区采取“集中核算，分户管理”办法，在区财

政局设财务科，对全区 41 家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集中核算，

把财政监督管理贯穿于财政预算执行全过程。

四、加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力度

2000 年，厦门市利用新《会计法》贯彻实施的有利时

机，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培训教

材采用财政部统一的继续教育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讲解》及具体会计准则，并充分利用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及

其分校的作用，设立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同时，为了提

高工作效率，增加透明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考试全部采用

无纸化考试方式，大大提高了培训考核的力度，促进了机关

效能建设。2000 年全市共有23 126名初级会计人员通过年度

培训，3 138名中、高级会计人员通过年度培训。

五、加强会计人员系统化管理

2000 年，市财政局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全国会计人

员调查统计工作和建立会计人员信息数据库的通知》要求，

进一步加强对会计人员实行微机系统化管理，收到了明显成

效。市财政局及时转发文件，拟定调查统计的组织实施，以

各区财政局作为会计人员统计、汇总和建库点，保质保量地

完成统计、建库工作，为全市会计人员管理库建立了完整的

基础资料，并顺利地通过了财政部的检查验收。

六、完成会计职称考试和职称确认、评审工作

200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厦门市共有6 177人报

名参考，在市人事局、监察局等部门的配合下，顺利地完成

考试任务。组织报考 2001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7 103

人。受理正规全日制大、中专毕业生确定会计专业职务任职

资格218 人，其中：助理会计师171 人，会计员 47 人。推

荐18 人申报参评高级会计师职称。

七、进一步普及会计电算化工作

2000 年，市财政局经考核确定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为

全市统一的定点培训基地，统一对市财政局会计处负责。具

体的培训计划、师资要求、培训质量等接受市财政局的管理

和监督。全年共批准初级电算化培训 7 期，3 146人参加培

训。基层单位电算化进一步普及，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公

安系统等主管部门扩大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工作，外资、三

资企业的普及率也进一步提高，2000 年厦门亚酿、可乐、

叉车等公司实现了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

八、改革会计事务管理工作模式

为加强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的管理，方便广大会计人

员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及其年审，2000 年市财政局根据

新《会计法》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有关精神，改

革全市会计事务管理工作模式，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颁发和

管理按属地原则由会计人员工作单位所在区财政局负责，辖

区内的会计人员一律由所在地区财政局负责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的申领、注册、年审、继续教育登记等工作。全年共办理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8 183本、举办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考前辅

导班1期，共有2 000人参加培训。

九、会计学会、珠算协会工作

（一）发挥厦门市会计学会的作用，积极宣传会计改革

与发展事业。一是加强市会计学会的组织建设。2000 年市

会计学会召开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研究学会团体会员和个

人会员发展管理办法、工作计划、理事会人员分工安排等，

进一步健全了组织机构，为学会开展活动提供保证。二是围

绕宣传贯彻《会计法》，举办讲座和征文，促进新《会计法》

的贯彻实施。三是积极参与中国会计学会成立 20 周年大会

和东南地区年会，邀请上海市会计学会、深圳市会计学会到

厦门市进行经验交流，了解先进地区同行的经验和做法。

（二）认真做好珠算协会工作，提高全市珠心算水平。

一是市珠算协会积极开展珠心算的实验和推广工作，举办全

市珠心算师资培训班，广泛开展珠算知识教育。二是通过珠

算技术比赛，促进珠算技术的普及与提高。2000 年，在全

省珠心算比赛和海峡两岸通信赛中，厦门市取得较好成绩，

推动了全市珠算工作普及与交流。

十、会计理论研究工作

2000 年，厦门市会计工作者在《会计研究》、《审计研

究》、《中国经济问题》、《财务与会计》、《财会通讯》等刊物

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厦门大学学者先后出版《财务会计理

论》、《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企业内部控

制：理论、实务与案例》、《现代西方会计理论》、《现代中国

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学基础》、《财务管理》、《余

绪缨学术文集》、《会计电算化实用教程》等著作。同时，12

项成果获得福建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0 年，

厦门市会计学者还积极开展多项课题研究。其中，“企业信

息化环境下财务监控机制研究”（社科基金）、“防范企业会

计信息舞弊的综合对策研究”（社科基金）、“证券公司内部

控制失败与腐败问题研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审计研

究”（教育部）等课题分别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的支持。

（厦门市财政局供稿  王建平执笔）

江西省会计工作

2000 年，江西省会计工作以宣传贯彻新《会计法》为

契机，以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

和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工作为重点，强化会计

管理，全面推进会计工作的发展。

一、积极宣传贯彻《会计法》，推进会计法制

建设

（一）认真做好新《会计法》的宣传培训。一是举办了

全省财政系统和省直各单位《会计法》师资培训班 2 期，共

培训 200 余人。二是要求会计人员组织收看《会计法》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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