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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顺利进行，强化责任意识，制定《考试期间工作安排及要

求》，成立考试应急情况处理领导小组，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

保持与各地联络通畅，及时解决考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三）扩大网评试点，加强专项培训。在总结北京等4省

市网上评卷试点经验基础上，2010年度网上评卷扩大到23

个省市，网上评卷省份的报考人数达到122万人，占全国总

报考人数的84%。为确保评卷质量，制定网上评卷实施方案

和工作细则，组织经验交流，做好培训工作，编写《网上评

卷系统培训教材》免费配送各地使用。2010年度全国评卷工

作圆满完成，23个网上评卷和10个手工评卷省市评卷质量

和效率都有较大提高，评卷过程规范有序，评卷结果客观公

正，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社会认可。

（四）细化试题分析，加强理论研究。加强试题分析，整

理试题分析信息库，针对不同研究目的进行深度分析，形成

《2010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试题分析报告》，在

《中国会计报》和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上发布。加强考试测

评理论研究，组织开展包括5个子课题的《我国会计专业技

术人员知识与能力框架及测评方法研究》的课题研究。

（五）加大改革力度，全面实行网报。加大改革力度，

提高考务管理信息化水平，严格执行报名条件，加强审核

程序。2010年10月11～ 31日、12月4～ 12日，组织开展

2011年度全国会计资格考试报名，报名人数达到162.6万。

二、会计人才评价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设立工作机构。成立会计考试改

革与人才评价领导小组，下设会计考试改革和会计人才评

价两个办公室。

（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工作思路。围绕深入开展会

计人才评价工作，先后组织到人才专业机构和大型企业调

研，形成调研成果。为服务经济社会，方便会计人员学习交

流，搭建会计人才流动平台，对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进行改

版升级，提出以推进会计人才流动配置为中心，一手抓人才

供给，一手抓市场需求，推动会计人才库和会计人才流动平

台建设的“一体两翼”工作思路。

（三）理论探索先行，抓好课题研究。中心领导牵头组

成专家组，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作开展会计人才评价指

标体系建设及应用研究，形成《会计师在管理决策中的角色

及会计资格考试对其能力提升的情况调查—— 对77家国有

大中型企业会计人员访谈问卷分析》研究报告，在《中国会

计报》上发表。组织开展我国会计人才供需平台及运行机制

研究、全国会计资格考试网上集中评卷可行性研究、全国会

计资格无纸化考试可行性研究等课题研究工作。    
  （四）继续跟踪评价，完善发布机制。继续开展会计人

才考试后跟踪评价工作，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完善发布机

制，以发布年度“金银榜”为契机，扩大优秀考生“金银榜”

发布制度的社会影响 ,在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和《中国会计

报》上刊登2010年度全国会计资格考试初、中级金榜考生

名单和相关信息，向金榜考生颁发《金榜证书》，提升会计资

格考试品牌形象。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供稿）

一、组织一系列研究课题，为相关政策出台提供

科学论证

2010年，中国会计学会根据会计改革的几个关键领域

和问题，组织会计指数研究、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建

设研究、中国会计监督问题研究、中国会计史研究、企业内

控设计操作流程与方法研究、内控审计流程与方法、非企业

内控规范、内控软件技术规范及操作平台示范工程等18项

财政部会计重点科研课题。课题的研究成果为推动政府及

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建设、内控规范实施提供了科学论证，

对充分认识并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会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的效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政府会计专业委员会完成

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建议》研究报告，得

到财政部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推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

发挥了决策参考作用。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增强会计学术活

力

一是召开中国会计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二是组织第

二届海峡两岸会计学术研讨，会长金莲淑率66人组成的大

陆参访团赴台湾参会并进行深入交流。三是召开各专业委

员会、分会学术年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10年专

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会计与财务问题研讨会—— 公允价
值与财务列报、商誉会计理论专题学术研讨会、政府会计

改革重大理论问题研讨会、政府会计改革理论与实务研讨

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2010学术年会、第九届全国会计

信息化年会、新环境下审计理论与实务变革研究、会计监

督专题研讨会、第三届会计学院院长系主任论坛、高等工

科院校分会2010学术年会、财务成本分会2010年会暨第

二十三次理论探讨会、第七次会计史学术研讨会、环境会

计与西部经济发展、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2010学术

年会等。四是组织各种形式的高层论坛，包括内部控制与

风险管理高层论坛以及在北京、南京、大连、烟台和杭州等

地举办的内控实施及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路线图的资深会员

论坛等。五是对审计专业委员会进行改组，成立会计监督

专业委员会，围绕审计理论、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政府

会计监督等内容开展学术活动。六是组织《会计研究》编辑

出版，积极倡导务实求真的文风，强调文章的可读性，提

高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可理解性。根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

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0版），

《会计研究》的即年影响因子为0.424，在CSSCI所列72种

经济类期刊中居第二位，在CSSCI管理类期刊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认定的22种A类管理学重要期刊中均名

列第一。

中国会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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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大规模深度培训，推动会计准则和内控

规范实施

着力打造高端会计培训品牌，全年举办12期培训班，

包括高校教师会计改革研修班、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培

训班、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培训班、A+H公司内控规范体
系培训班等，为首批实施内控体系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做好

内控实施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奠定

了基础。此外，还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合作，在南京和

洛阳举办培训班。

四、组织先进会计人员和优秀研究成果评选活动

2010年，中国会计学会组织会计管理工作者系列全国

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10名获奖人员均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分别是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于延琦、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处长王春生、山东省

财政厅会计处处长冯桂华、广东省财政厅会计处处长邹清

莲、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副局长孟晓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会计处处长郭瑛、空军总医院院务部财务供应科科

长郭剑颖、四川省雅安市财政局会计科科长黄穗、财政部驻

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四处处长黄露、河北省财政厅

会计处副处长黄英辉。通过广泛征文、多方推荐、学会初评、

量化评审、专家复审、反学术不端检查等方式，评选出2009

年度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24篇，其中浙江财经学院于永

生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公允价值会计问题研究》（载《会计

研究》第9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李远鹏的《经济周期与上

市公司经营绩效背离之谜》（载《经济研究》第3期）、上海财

经大学刘浩、孙铮的《会计盈余信息选拔的不可能定理及其

理论深化》（载《管理科学学报》第2期）、武汉大学刘启亮、

唐建新的《学习效应、私人关系、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载

《审计研究》第4期）等4篇文章获得一等奖。

五、着力开展学术类会计领军人才培养

一是7月中旬结合财务成本分会年会的召开，组织学术

一期的集中培训，进行学术交流、精品课建设讨论和教学示

范。二是结合北美华人会计教授年会的召开，组织学术二期

集中培训，对21篇论文进行交流，讨论精品课程建设方案，

落实分组和分工。三是组织第三期班开班培训，组织学员参

与会计人才规划的讨论，就“内部控制案例写作”与大赛班

学员进行专题交流。四是组织大赛班第一阶段结业考核及

结业典礼和集训。大赛班学员先后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

28人获所在省、市、主管部门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重

大奖励，单位及部门奖28项；7人代表单位参加知识竞赛

获一等奖；14人职务得到晋升；20人通过高级会计师考试，

还有多人通过证券、期货等其他专业资格考试等。

六、加强国际（地区）交流，推动我国会计学术界

走上国际舞台

一是整合全国会计学术对外交流资源，成立中国会计

学会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南京大学杨雄胜教授任主任委

员，对外经贸大学张新民教授、中山大学魏明海教授、北京

大学王立彦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龙平教授、厦门大学

刘峰教授等担任副主任委员。该专业委员会制定了完善的

工作制度、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二是

建立会计学术国际（地区）交流长效机制，与韩国会计学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台湾政治大学签署《海峡两岸会计学

术交流与合作备忘录》，推动中韩之间、两岸之间会计学术

全面合作。三是首次派员参加美国会计学会学术年会，中美

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得到深化。四是编辑出版中英文对照版

《中国会计研究》杂志，向国际学术界推出研究成果。2010

年学会制定并完善向国际会计界推出中国会计研究成果的

方案，编辑出版《中国会计研究》（第二期），逐步优化编审

人员结构、吸收国际权威学者参与指导，征集体现中国元

素、具有国际水平的原创论文，并加大向国际会计宣传推广

的力度，推出一本代表中国会计学术界的权威英文刊物、推

出一批中国会计学者和学术成果。

七、中国会计学会和全国会计学术组织体系建设

取得进步

（一）确立以会员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会员队伍不断壮

大。一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会员服务框架，对会员免费提供

会计专业领域国内外最新动态，免费提供各种初中级后续

教育培训课件及相关资料，免费赠送《会计研究》期刊，提

供学会全年活动计划，优惠参加学会组织的各种培训和学

术会议。二是对高级会员和资深会员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包括可以担任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并组织专业研讨会、承

担财政部或中国会计学会立项的重点课题或重大课题、申

请参加财政部或中国会计学会组织的相关调研活动，参与

会计法规制定的政策建议等。三是初步搭建政策支持、专业

教育和咨询交流3个服务平台，为会员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主要包括：有计划地组织会计相关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

研究、论坛和专门研讨；为各级别会员提供网络远程继续

教育培训和专题培训；为会员提供各类研究资料和行业动

态。截至2010年底，学会总共发展单位会员265家，个人会

员2 873名，成为全国一级学会中会员规模和较大社会影响

的会计学会。

（二）全国会计学术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实贯彻落实

《分会管理办法》，加强并规范分会管理，基于业务指导关

系、会员管理关系和独立法人之间的平等协作关系，进一步

理顺与地方学会、全国一级专业学会的关系，初步形成中国

会计学会为主体、地方会计学会为重要支撑、全国性专业会

计学会为补充的学术组织体系。初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

互动，全国一盘棋开展工作”的格局，各级各类会计学会在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会计学术进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2010

年，在中国会计学会组织的评选中，湖北省会计学会等10

个省级会计学会、中国铁道会计学会等3个全国一级专业会

计学会被评为“先进会计学会”。

 (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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