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财务会计管理工作    55

（二）注重依法行政，做好2009年检查的审理和后续处

理处罚工作。2010年2～ 3月，财政部组织有关专家、抽调

专员办得力人员，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

序合法、处理适当”的原则，对2009年专员办检查处理情况

进行集中审理，对相关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下

发处理处罚决定。结合审理，财政部对35个专员办的会计

监督执法质量进行综合考评，考评结果在系统内进行通报，

有力地促进了专员办执法质量的提高。

（三）强化制度建设，提高会计监督法制化、规范化水平。

为了贯彻落实国办发56号文件精神，研究下发《财政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督工作的意见》，对构建

和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督体系和长效机制进行具体

的指导，明确对证券资格事务所3年轮查一次、对非证券资

格会计师事务所5年轮查一次的目标。制定《会计师事务所

检查工作指引（2010）》，在系统总结检查经验的基础上，对

检查程序、要求和关注重点进行细化，提高事务所检查工作

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同时，积极推动并参与《会计法》和

《注册会计师法》的修订工作，推进会计监督的法制化进程。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会计监督精细化水平。一

是组织开发应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软件，引进会计信息质

量检查软件小组作业版和大型企业检查专版，并于5月中旬

在西安对全国专员办会计监督处室的主要业务骨干进行系

统培训。二是升级改造财政会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重点解

决提高业务报备速度和部门间共享利用问题，为今后按照

国务院要求，推动单一报表来源提供打下基础。三是积极开

展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中国标准重大科技示范项
目的研究和开发。

（五）注重对外交流，积极开展会计监管跨境合作。重

点推进与欧盟、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境会计监管合

作。先后3次和欧盟内部市场与服务总司就中欧审计公共监

管等效进行会谈，2次就欧盟起草的等效评估报告提出书面

回复意见。中欧审计公共监管等效工作取得重要进展，7月

2日，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会计司与欧盟签署《中国——欧盟

会计和审计合作联合声明》。积极参与推进内地会计师事务

从事H股审计资格的审核工作，与香港财经库务局、香港财

务汇报局、香港证监会、香港会计师公会等进行长达3年的

谈判，9月1日，与香港会计师公会签署会计监管合作协议，

与香港地区实现会计监管等效。内地12家大型会计师事务

所获准按照内地会计审计准则为内地在港上市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不仅有利于降低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成本、促进更多

更好的内地企业“走出去”，而且有利于为内地事务所创造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内地事务所走向国际。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供稿    林启云  王东 

刘泳梅执笔）

 2010年，国防财务管理工作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的决策部署，全力搞好资金保障，积极加强制度建设，努力

提高支出管理水平，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一、合理安排国防支出

2010年，国防支出执行数为5 334.84亿元，比上年增加

383.74亿元，增长7.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5 176.35亿元 ,
比上年决算数增加351.34亿元，增长7.3% ；地方财政支出

158.49亿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32.4亿元，增长25.7%。

国防支出保障的重点：一是确保军事斗争准备经费投

入。认真贯彻中央“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

严格按照“十一五”规划计划，集中财力保障武器装备购

置、战场设施建设、战备物资储备、后勤装备等军事斗争准

备专项，加大投入保障大型联合训练演练、复杂电磁环境

建设、信息作战保障能力建设、军交运输、国防工程维护等

专项计划，促进了军事斗争准备巩固深化。二是着力做好

重大军事行动经费保障。坚持正常供应与专项补助相结合、

应急保障与持续保障相衔接、供应保障与管理监督相一致

的办法，确保玉树抗震救灾、舟曲泥石流抢险救灾、西南抗

旱以及抗洪抢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经费需求，及时明确伙

国防财务管理工作

食补助、卫生防疫、防暑降温等经费供应标准和管理办法，

加大资金拨款力度；建立护航任务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护

航海外用汇保障机制运转顺畅，完善维稳补助经费标准，

为部队遂行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着眼任务特点，及时明

确经费保障标准和办法，较好地保障了上海世博会、广州

亚运会安保和全军战略战役演习等重大任务的完成。三是

统筹财力完善各项标准补助。及时发放未就业随军配偶基

本生活补贴和复转干部士官各类保险金，开展军人保险政

策制度执行情况调研，完善保险工作运行机制，促进各项

保险待遇落实；严格按政策为广大官兵落实住房货币待遇，

妥善解决已购住房货币补差遗留问题；进一步改善部队经

费供应保障，提高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卫生事业等公务事

业费标准，建立和完善实兵演习、野外驻训任务性补助，提

高军区、军兵种等大单位和军级单位机动费标准，增加大

病统筹补助，全军各类单位维持性经费标准水平平均提高

15%，这些措施改善了官兵生活福利待遇，促进了部队凝聚

力、战斗力的提升。

二、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一）深化财务管理改革。一是落实行政消耗性费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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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根据《军队行政消耗性费用管理规定》，细化定额标

准，结合实际落实预算单列、限额控制和货币化支付办法。

二是扩大资产管理改革范围，巩固军以下建制部队资产管

理改革成果，扩大军以上机关改革试点范围，完善资产标准

体系，严格资产处置监管，全军累计补充登记账外资产30.9
亿元，压减不合理资产购置计划9.2亿元。

（二）巩固财务管理成果。一是深化资金收付与经费预

算相分离改革试点，在全军20个试点单位进一步完善信息

化支撑条件，优化上级直接支付和授权本级支付的运行模

式。二是规范公务卡支付结算办法，根据中央的指示，加强

公务卡使用风险防范，进一步规范协议签署、申办审核、发

卡手续、核查机制等制度办法，改革单位现金使用同比减少

55%，经费开支透明度明显提高。

三、加强会计规范化管理

（一）夯实会计基础业务建设。组织全军会计业务会

审，对各军区、军兵种等大单位、总部事业部门的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会计账务处理、会计报表与会计分析，以及

银行账户与资金、票据管理等内容进行交叉审查，总结交

流经验做法，纠正存在的问题。对各大单位的年度会计报

表，专门组织集中审查，逐一审核报表构成、手续、数据、

核对关系和应处理事项等内容，促进了各项会计制度落实。

结合会计业务会审，组织各大单位会计人员进行业务知识

测试，对各单位提交的会计理论研究论文进行评审，促进

了会计理论的学习交流，全面检验了各单位会计业务建设

情况。

（二）加强会计信息化建设。根据军队财务管理改革需

要，及时完善会计核算管理系统，细化会计信息指标，增加

预算控制和数据上报功能，强化数据的统计应用。组织建设

军队财务信息网络，部署全军、军区、军级三级财务数据中

心，制定网络安全保密建设方案，推广应用财务网络信息系

统。在总后勤部财务部组建财务数据信息中心，建立军队财

务网络管理队伍。在总部和军区、军兵种财务部门以及部分

军师级单位实现了财务数据的实时传递，有效提高了会计

核算自动化、信息化水平。

四、扎实做好资金供应管理

（一）认真抓好资金供应保障。按照“一保战备、二保生

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财务管理原则，各级财务部门周

密计划，科学调度，加快资金划拨速度，不断提高资金保障效

能，有力保障了部队生活、战备训练、事业建设和人员生活等

需要。在应急资金保障上，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启动应

急机制，第一时间加大拨款，创新完善方法手段，为部队执行

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及时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深化资金集中支付改革。根据国家财政国库管理

改革要求，全面推进军队资金集中支付改革。各级建立了财

务单一账户体系，统一支付方式，加强审核监督，改进支付

手段，绝大部分单位实现了一个账户收付、一个渠道供应和

委托银行代发工资。

（三）积极开展专项检查治理。总后勤部根据中央军委

部署的工作要点，认真抓好资金安全管理，连续五年组织全

军各级开展账户资金安全管理情况检查，通过看账目、查存

款、盘库存、验手续，及时发现并指出问题，提出具体整改

要求，狠抓制度落实。在全军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和

“小金库”治理工作，严肃查处“小金库”和使用虚假发票等

问题，进一步规范了部队财经秩序。组织研发军队单位银行

账户和资金监管系统，初步实现对军队单位账户变动和资

金流动情况的动态监控。

五、加强财务会计队伍建设

按照大抓后勤训练的部署要求，全军各级财务部门加强

协调配合，充分利用院校教学资源，紧密结合财务保障和管理

改革实践，更新观念、改进方法、严格标准、加强指导，努力

提高财会专业训练的质量水平。依托有关院校举办新会计准

则和金融知识培训，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训练。各级采

取网上作业、集中培训、比武交流等多种方式开展岗位练兵，

积极开展各类业务评审，坚持以审代训、以研促训、以评助训，

在业务审核中做好传帮带工作，在研究工作中提高谋划能力

和理论水平，在业务交流、测评讲评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财政部国防司供稿    黄凤祥  罗庆朗执笔）

2010年，各级财政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全

国财政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围绕财政中心工作，遵循科学

化、精细化的要求，继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行政政法

经费保障机制，推进行政政法财务和资产管理改革，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一、切实做好行政政法经费保障工作

2010年，全国行政政法支出共计14 190.24亿元，比

行政政法财务管理工作

上年增加897.29亿元，增长6.8％。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9 337.16亿元，增长14.4％；外交支出269.22亿元，增长

7.3％；公共安全支出（不含武装警察支出）4 583.36亿元，增

长18.2％。

（一）完善和落实人才发展的财税政策。一是为引进海

外高层次人才提供资金和政策保障。2010年，财政部积极实

施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提出的“千人计划”，采取据实结

算的方式，安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项补助资金。对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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