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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检查各单位“小金库”专项治理情况。二是不断提高集

团公司纳税管理水平。完成母公司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清

算汇缴工作，并合理分摊独立纳税企业亏损，协调海外公司

缅甸太平江项目增值税和吉林公司风电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问题。三是完成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司月度、年度快报、

企业基础信息上报工作和电力行业工作小组会汇报材料。

四是认真做好监事会监管配合工作、电力企业共性问题调

研配合工作和审计署离任审计配合工作，密切关注国资委

对集团公司2010年度火电企业发电成本专项财务抽查审计

情况。

八、深入开展盈利模式和全面预算管理研究

一是开展集团公司盈利模式创新研究。根据集团公司

2003～ 2009年财务数据，从区域结构、专业结构、股比结

构、新机组结构、新机组投产情况和并购、资产重组、资本

运作6个方面对集团公司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分析得出创新

盈利模式是解决集团公司当前经营困境的根本之道，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提升盈利能力。二是开展集团公司全

面预算管理创新研究。研究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和目标导

向，着重阐述预算组织体系、预算管理制度、预算编制方法、

预算管理程序、预算考评等体系。在研究的基础上，起草集

团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办法、编制全面预算管理手册、建立全

面预算管理报表体系。该研究成果已运用到2011年预算布

置工作，对不断完善和深化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九、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一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会议

精神。同时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组织专题党课活动，认

真学习党章，提高自身素养，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

超先进的良好作风。二是实施党员公开承诺制度。根据集团

公司统一部署，制定彼岸行动计划和三宽行动计划，每个党

员根据岗位职责进行公开承诺，率先垂范。三是开展《从核

心创新》读书活动。号召财务系统全体员工开展读书创新活

动，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形式，根据各岗位、

各专业的职责分工，撰写学习心得，进行大胆思索、积极创

新。四是创建精神家园网站，设立信为本、业为基、智为先、

学为上、和为贵5个基础栏目。

十、有序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加强财会人员队

伍建设

一是完成各试点单位财务及相关业务一体化平台的硬

件系统、软件系统及项目实施商的招标工作，河南公司、黑

龙江公司、吉林公司、陕西公司、广西桂冠5家试点单位全

部上线运行。大唐国际开展FMIS推广计划，上线单位已达

42家。陕西公司建立的经营预警系统荣获中电联科技成果

二等奖。二是开展集团公司2010年财务调考活动。在24个

参加考试的二级单位中，平均分排前六名的单位分别是河

南公司、江苏公司、四川公司、龙滩公司、安徽公司、山西

公司。较上年考试成绩，四川公司、龙滩公司、甘肃公司进

步明显。20名选手获得优秀个人奖，广西公司、吉林公司、

陕西公司获得组织奖。三是举办首届保险知识竞赛，提高基

层企业财产保险岗位人员的索赔意识和能力。四是创新财

会人才队伍建设方式，开展年度财务优秀论文评选工作。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财务与产权部供稿）

2010年，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财

会工作按照转方式、调结构、推创新、提效益的总体工作思

路，围绕扭亏增盈、防范风险、夯实基础三大任务，优化预

算、风险、资金管控能力，提升财会制度、会计信息、财会

队伍管理能力，做好服务战略规划、服务基层企业、服务

管理创新三个方面的工作，为落实华电集团发展纲要建立

支撑与保障。2010年华电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 304.3亿
元，同比增长23.34% ；售电收入1 089.89亿元，同比增长

19.27% ；营业成本支出1 167.78亿元，同比增加27.7% ；利

税总额104亿元，与上年持平；利润25.27亿元，同比增加

20.62% ；资产总额4 423.77亿元，同比增长23.08% ；资产

负债率87.35%，同比降低0.36% ；所有者权益559.43亿元，

同比增长28.29%。

一、深入开展扭亏增盈工作

（一）定期召开月度经济活动分析会。加强职能部门之

间的协调沟通，分板块、分区域对异动要素进行重点分析，

及时揭示经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指导落实。推进日经

济利润管理，对电量、煤价、煤耗等主要指标进行对比分

析，提升各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理念，强化经营工作的超前

管理和过程管理。8月华电集团实现整体扭亏，截至2010

年底，华电集团所属贵州、福建、华电煤业、新疆、江苏5

家二级管理单位盈利超过5亿元，邹县、棉花滩、乌江渡、

包头、广安、贵港、红雁池等13家基层企业盈利超过2亿

元。

（二）强化市场营销力度。积极争取电量计划，落实关停

机组电量补偿，优化发电结构，煤机利用小时同比上升383

小时。实施水电流域联合优化调度，全年实现节水增发电量

6.8亿千瓦时。清理陈欠电费取得突破，回收陈欠电费1.9亿
元。

（三）严控经营成本。加强燃料成本管理，加大跨区域

调运和掺配掺烧力度，跨区域调运同比增加13.4％，最大限

度平抑煤价；深入推进达标、创优、建示范活动，扎实开展

火电企业燃煤管理效能监察，提升厂内燃料管理规范化水

平。2010年华电集团消化煤价上涨103.9元 /吨增加的成本
达102.8亿元。开展挖潜节支活动，压缩控制三项费用，严

控工资支出和工资外人工成本，全年压缩成本节约开支9.13
亿元。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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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全面预算管理

（一）按照发展、能力、风险相匹配原则，组织二级管

理单位完成2010～ 2013年中长期预算，提出利润、资产负

债率年度分解目标和实施路径，确保到2013年实现装机规

模突破1亿千瓦、控股煤炭产能超过1亿吨、营业利润实现

100亿元、净资产收益率超过8%的战略目标。

（二）推进火电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启动《华电集团公司

全面预算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对全面预算管理工具进行探

讨，选择相关企业按照《火电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操作指南》

进行试点，重点推进燃料采购、人工成本、基建投资和现金

流量预算的管理工作。

（三）以华电集团五年发展纲要年度分解目标为依据，

以利润目标为主线、以控制资产负债率为核心，以对标管理

为手段，提出2011年利润和负债率平衡目标，编制2011年

经营预算并上报国资委。

三、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强资金管理

（一）制定2010～ 2013年发展资金落实方案，对华电

集团发展项目和资金进行总体平衡，下达股权融资计划，对

215亿元股权融资任务按年度按区域进行分解，强化二级管

理单位融资主体责任。

（二）优化资金投向，加强资金调配，保证发展资金需

求，重点支持水电、新能源、煤炭等结构调整项目，2010年

基建项目到位资金342.4亿元，并购项目投资完成43.9亿元。

（三）以降低负债率为目标，创新融资手段。华电国际发

行中期票据24亿元，华电煤业、华电国际发行短期融资券

37亿元。加大股本融资创新工作力度，多渠道开辟权益资

金来源。国电南自、黔源电力实现非公开定向增发，其中国

电南自以23.1元 /股增发3 377万股，募集资金7.8亿元，黔

源电力以17.05元 /股增发6 334万股，募集资金10.8亿元；

引入中信股权信托资金50亿元；华电煤业集团引入世富基

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协议引资60亿元，2010年到位13.73亿
元；华电福新能源引入电力工程顾问集团科技开发公司、

中石油昆仑信托、兴业证券创新资本、福建大同创业投资公

司4家战略投资者，增资11亿元。

（四）强化资金日常管理。以财务公司为业务平台，推

行银行账户与资金集中管理，对521家企业2 572个银行账
户进行分类清理，2010年日均归集资金144.95亿元，年资

金归集率达83%。建立债务资金的月统计和季分析制度，

推行资金成本对标管理，严控财务费用，2010年华电集团

综合融资成本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减少利息支出10

亿元。

四、加强财务风险管理、推进内控建设

（一）认真开展中央企业“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指导

所属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进行重点抽查。共发现“小

金库”22个，涉及18家单位。所发现问题在2010年年底全

部按政策要求整改落实。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财务监

督职能，提升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

（二）按照风险可控、优化配置、有偿使用原则，规范系

统内担保管理，引导投资方向，强化担保代偿风险的防范，

明确担保风险责任、提升风险约束，促进各级企业提升风险

意识和投资决策水平。

（三）探索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对中石油、神华集

团等中央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实践情况进行

调研，聘请专业咨询机构，开展火电项目投资管理、燃料管

理等重点业务流程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试点工作。

（四）防范资金风险，突出抓好亏损大户、资不抵债企

业、资金接续困难企业的风险点防控，在企业资金矛盾突出

的情况下，加强资金调度，做好困难企业的资金接续工作，

保证现金流不中断，维护华电集团信用安全。

（五）配合审计署、监事会做好外部监督工作。配合审

计署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对审计报告中反映的有关问

题进行汇总分析，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规范所属单位在

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协助监事会开展电力行业共性问

题研究，并开展实地检查、日常监督及信息沟通工作，组织

完成华电集团及下属单位《企业年度工作报告》。

五、积极争取外部政策支持和财税补贴

（一）围绕公司经营难点、热点问题，加强政策研究，有

效服务决策，努力向政策要效益。华电四川公司通过争取峰

谷、丰枯电价，有效缓解火电经营困难；华电浙江、江苏、

上海等单位争取到气电联动，疏导上涨气价；华电北京、淄

博、青岛等企业争取到热价调增和供热补贴。华电国际、贵

州、新能源等单位通过争取所得税返还、基建财政贴息、耕

地占用税减免以及电煤补贴等政策，取得较好成效。2010年

华电集团共获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2亿元，为历年最高水

平。

（二）加大财税政策研究成果的推广力度，定期编制《华

电财税信息》，向所属成员单位及时传递财税工作动态，解

读财税法规政策，建立集团财税工作基础信息平台。

（三）修订《税收优惠与纳税筹划操作指南》、《财政政策

操作指南》、编制《基建项目专项税务筹划指南》，指导基层

企业开展财税工作，促进最优实践推广。

六、以结构调整为重点，稳健推进收购兼并

（一）完成电力项目收购7项，主要包括陕西瑶池，黑

龙江亚电鑫宝、华富，福建九龙江、高砂、闽兴等股权，可

控运行发电容量86.72万千瓦，可控核准在建容量50万千

瓦。

（二）完成煤炭项目收购5项，包括陕西彬煤、招贤，内

蒙古天顺、金通，宁夏上海庙等，控股煤炭储量4.414亿吨，

参股煤炭储量8.97亿吨，年生产能力2500万吨。

（三）完成榆林煤化工项目收购，年产能为51万吨天然

气制甲醇和15万吨醋酸，同时在建60万吨煤制甲醇和在建

参股煤矿产能800万吨。

（四）在完成收购晋能、和信等企业基础上，加快白芦、

下梨园、显王、石泉、中峪煤矿改造和改制，推动实现投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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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夯实财会基础工作，提升财会基础工作水平

（一）推进会计制度体系建设，完成《金融企业会计核算

办法》、《港口航运企业核算办法》、《基建会计核算办法—煤

炭板块》、《发电企业会计核算办法—新能源部分》、《基建会

计核算办法—新能源部分》、《资产并购会计核算办法》、《发

电企业会计处理流程》、《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办法》、《电力基

建会计处理流程》、《借款担保会计处理流程》10项制度的制

定，确保核算业务有章可循。

（二）建立以《财会基础工作规范指引》、《财会基础工作

评价管理办法》、《财会基础工作评价标准》、《财会基础工作

评价案例范本》、《财务基础工作评价底稿》为内容的财务基

础工作评价体系，计划用3年时间使得华电集团财会基础达

到中央企业先进水平。

（三）在华电集团总体信息化规划下，总结财务信息化

建设经验教训，编制华电集团2010～ 2013年财务信息化规

划。

八、推进财会队伍建设

（一）研究三级管控模式下二级管理单位的财会力量建

设、高级人才引进等问题，创新用工管理方式，以公开招聘、

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等方式，以劳动合同为载体，走市场化

道路，尝试在财务战线建立市场化用人新机制。

（二）组织举办华电集团首届财会知识大赛，组织财会

知识培训班427场次，参与培训的各级财会人员达7 300余
人次，3 820名财会人员参加初赛选拔，专业人员参与率达

到了93%，赛后10人获得华电集团技术能手称号，3人获得

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称号，并从中选拔54人参加与重庆大学

联办、为期3个月的财会骨干脱产培训班。

（三）加强总会计师队伍管理，组织公司系统总会计师

（财务负责人）共26人参加国资委举办的总会计师培训班；

根据华电集团《总会计师管理办法》，安排13家二级单位的

总会计师进行述职，并根据其履职情况下达评价意见。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财务与风险管理部供稿   

吴豪执笔 ）

2010年，围绕“规划落实、效率提升、经营改善”的三

大工作主线，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经营

财务部门在战略管控能力提升、集团财务体系建设、对标与

竞争力研究、财税政策利用、资金平台建设与优化、加强经

营管控等方面开展改进提升工作，积极践行强化管控职能、

精简机构设置、精干管理队伍、简化和压缩汇报链、增加离

线研究能力、推进财务和人力资源业务的共享服务的指导

思想，提升财务体系的战略管控和资源整体配置能力，提高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会计工作

运作效率，强化职能管理和服务板块能力，为集团公司2010

年取得优秀的经营业绩作出贡献。

一、强化财务管理职能，完善管理制度建设

根据管理变革的思路，初步完成精简高效的团队建设

和战略管控型的职能体系建设，预算、会计、资产、资金和

税务五大职能协同配合，围绕规划落实、效率提升、经营

改善的工作主线，以提高资产运行效率为出发点，通过资

产使用效率分析来发现问题，通过绩效评价以促进改变提

高，通过预算执行情况跟踪分析等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加

强对经营活动的指导作用；强化集团资金管理，提高资金

运用收益；加强会计管理职能，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会计管

理和制度体系建设；组建税务管理体系，为集团提供税务

筹划、政策引导和相关增值服务。通过不断实践优化，有

力地支撑了各板块的生产经营活动，提升了经营与财务管

理能力。

二、加强集团财务体系建设，抓紧重点工作推进

根据集团公司战略管控型财务管理体系要求和操管分

离、管研分离的原则，协助各板块加强在线的管理职能建

设，推动财务共享中心等离线机构的业务开展，相继在预

算、会计、税务、资金和绩效评价体系等财务管理体系建设

方面开展大量推进工作，管理能力逐步提升。

（一）预算管理体系建设。2010年度集团公司继续探索

战略目标预算管控的管理方法和工作流程。为促进各板块

提升资本运行效率，2011年度预算目标的制定综合考虑了

资产运行效率、规划期战略目标、国资委考核指标等因素，

在预算管理中加强经营管理导向和资源优化配置，初步建

立适应集团战略管控、符合子公司实际发展、自上而下的预

算管理方法，并对这些新做法、新流程进行整理和总结，逐

步形成符合宝钢集团战略管控模式的预算管理体系。

（二）完善新绩效评价考核体系。结合国资委对中央企

业实施经济增加值（EVA）评价办法，为促进各板块积极提

升资本运行效率，修改和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在2011年绩

效考核指标中推出利润、营业收入、EVA和资本周转率4项

指标，进一步加强资本运行效率的引导作用。

（三）完善会计政策委员会。随着集团组织结构、业务

板块的重新调整以及共享中心的成立，需要对原有会计政

策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做出调整，以适应新模式的变化和政

策需求。根据新的组织架构、新的业务板块、新的财务职能

切分以及新的财务管理体系，重新调整委员会运作办法，使

委员会的运作更加顺畅和高效。

（四）构架集团税务服务体系。针对我国税务政策性强、

解读空间大、征管差异化的特点，积极构架集团多点矩阵式

的税务服务体系。该体系首先构建与管理层级相一致的纵

向服务模式，再通过选定地区代表公司进行地区协同，然后

在同一征管所管辖内的代表公司进行内部信息互补。通过

这三层服务模式的构架，确保集团税务风险可控，针对税务

特点进行多面沟通，以信息高速流转、经验快速共享来整体

提升税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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