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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销 合 作 社
财务会计工作

2011年，全国供销合作社财务会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总社）五届二次、三次理

事会议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拓创新，扎实奋进，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一、加强财务制度建设和系统指导，提升管理水

平

（一）推进制度建设，提升管理水平。深入开展制度建

设年活动，根据财政预算资金全口径、全过程管理的要求，

先后出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本级财政项目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预算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实施细则》、《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机关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等多项制

度，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甘肃省

结合实际，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务监督管理工作的

意见》，从账簿设置、会计核实、账户管理、内控建设、资金

审批等9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同时提出主管部门的监督管

理责任。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制定，对于财会和社有资产监管

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起到保障、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不断加强系统指导，工作日益规范。各级供销合作

社财会部门高度重视对系统财会工作的指导，深入研究财

会和资产监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推广基层

财会工作的典型经验，为推动系统财会工作水平的提高奠

定基础。江苏省制定下发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系统财会管理

工作意见，提出要把财会管理融入到供销社重点工作中去，

大力推进财会管理实现“三个转变”和建立健全“三项管理

制度”，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财会工作，促进财会管理水平

的提高。重庆市与财政局联合发文，制定《重庆市供销社系

统财会工作评价管理试行办法》，就会计基础工作、项目资

金管理、财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比明确具体要求和标

准，有效激励系统进一步提升财会工作水平的积极性。

二、完善社有资产监管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企

业经济实力

（一）以制度建设促进监管体制创新。各级供销合作社

资产监管部门不断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社有资产运营

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新模式，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加强对出

资企业的监管和考核，研究制定《供销集团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和薪酬管理办法》、《供销集团成员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和薪酬管理办法》，为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求的激

励机制、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保证企业人才队伍稳定发

展、提高盈利能力进行有益的探索。各地供销合作社结合实

际，制定加强社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如重庆市制定

《社有资产收益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社有资产收益管理，

发挥社有资产收益作用，为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增强后劲。

（二）以联合合作推动企业发展。2011年，各级供销合作

社财会和资产监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系统第二次企业工

作会议精神，积极推动系统企业联合合作，发展质量和效益

显著提升。全系统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　572.2亿元，同比增

长21.7%；汇总实现利润215.5亿元，同比增长25.3%；全

系统资产总额突破8　000亿元，所有者权益近2　000亿元，资

产负债率77.4%，资产结构日趋合理，销售利润率为1.9%，

盈利能力不断提升。河南省坚持市场化原则，与民政、气象、

金融、石化、联通和中国航天集团以及澳洲大洋集团开展形

式多样的联合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取得显著成效。中国供

销集团、江苏苏果、安徽辉隆、黑龙江倍丰等一批企业迅速

发展壮大，成为具有重要行业影响力的骨干龙头企业。

三、提高“新网工程”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和使用

效益

（一）资金规模和扶持力度明显加大。2011年，各级供销

合作社加大政策资金争取力度，取得显著效果。财政部逐年

加大“新网工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力度，地方财政对

“新网工程”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全系统地方财政“新网

工程”配套资金13.1亿元，其中省级财政配套资金8.2亿元，

市级财政配套资金2.5亿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2.1亿元。

广东、四川、内蒙古、山东、江苏、云南、河南、山西、辽宁、

湖南、浙江、广西、新疆、安徽、黑龙江、吉林、青海、江西、

湖北、北京、河北、陕西、福建、贵州、重庆、甘肃等26个省

(区、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网络建设。如

山东省17个地市和56个县设立供销社改革发展资金，资金

总额达8　000万元；广东省供销社争取农超对接和平价商店

建设专项资金，2011年安排资金1.3亿元，支持431个项目。

（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升。2011年，全系统

共实施“新网工程”项目32　999个，其中农资类项目10　567

个，农副产品类项目2　775个，再生资源类项目2　768个，日

用消费品类项目13　485个。2011年项目投资额总计206.3

亿元，全系统固定资产增加98.3亿元，在建工程增加100.1

亿元，促进了全系统经济实力和为农服务水平的提升，一批

高起点、高标准的项目已业已成为供销合作社未来持续发

展的强力支撑，在构建优化农村流通体系、保障农产品供

给、改善农村消费结构和环境、稳定物价水平、增加农民收

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深化金融合作和投融资管理，有效拓展融资

渠道

（一）金融合作深化发展。各级供销合作社财会部门积极

推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不断探索合作新模式，拓

展合作新领域，对供销合作社企业的重大项目建设、行业并

购整合和长远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总社和中

国供销集团与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北京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分别签订合作协议，中国供销集团

本部银行授信额度达到近600亿元。天津市供销合作社与天

进试点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对2011年的绩效管理工作进行

总结和自我评分，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梳理，要求有关

单位认真加以落实整改，推动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

三、强化财会人员培训力度，加强队伍建设，推

进财会工作的长效化管理

（一）加强理论修养，提高自律意识，切实把理论与实

践结合起来。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通过加强会计人员培训，把理

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习实践活动

成果，建立和完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全面提

高财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强化财会人员的自律

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二）增加项目内容培训，加强业务和财务工作的沟通

交流，为提高财会人员的综合素质构建平台。聘请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的专业老师，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会计法规的

变化和会计执业的要求，对全系统的会计人员进行财会专

业知识的培训。邀请局机关业务部门领导，就具体业务工作

对财会人员进行专门培训，给财会人员创造一个了解项目

内容的机会，为进一步增强财会工作与业务工作的交流合

作创建良好平台。

（国家海洋局办公室〈财务司〉供稿　 　 韩天石执笔）

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
财务会计工作

2011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财务会计工作，紧紧围

绕工作大局，为切实履行中央档案保管利用和全国档案事业

行政管理两种职能服务，工作取得较好成绩，达到预期效果。

一、狠抓预算执行　　强化预算管理

（一）狠抓预算执行，确保资金效益。成立部门预算编制

和预算执行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预算编制、审核、执行

和监管工作。建立并规范预算执行程序：定期召开部门预算

和财务管理工作布置暨培训会议；分解预算指标，落实预算

执行负责人、项目责任人；将预算执行情况纳入局督查工作

范围，实行逐月通报制度；建立项目库滚动管理制度。

（二）各部门各单位互相支持配合，圆满完成2011年度

预算执行工作。完成当年预算98.99%，比上年提高近0.8个

百分点，超额完成财政部规定的98.4%的目标任务。在中央

教科文系统排名第17名，在中央单位排名第65名。与上年

同期相比，结转结余资金规模下降9.74%。同时加大力度消

化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规模下降11.62%。总结预算、财

务和资产管理工作的基本做法，作为经验交流材料，刊登在

中直机关后勤管理事务杂志上。

二、加大保障力度　　促进事业发展

（一）配合财政部认真做好2011年度国家重点档案抢救

和保护补助费项目的评审和实施工作，确保档案抢救和保

护补助费下拨到位。会商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西部地区

县级综合档案馆2011年中央预算内建设资金6亿元。批准

拨付一史馆馆藏明清历史档案整理和数字化抢救保护专项

经费2　800万元（含追加）。该项目已顺利实施，取得显著成

效。

（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2011年拨付国家电子文件支

撑平台系统建设项目二期经费750万元，在项目一期建设成

果的基础上，拓展系统原型，新增软件功能，初步实现在统

一业务需求、统一数据结构、统一界面的前提下，自主研发

系列软件，和集成认证加密产品兼容，在国产CPU服务器、

客户端、操作系统、数据库和中间件环境下平稳运行，对保

障国家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二期项目通过了由

国家信息化咨询委员会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的验收。该项

目全部完成后将有力地提高我国电子文件系统的建设效率、

满足我国电子政务建设需求。

三、完善规章制度　　提高管理水平

（一）局本级制定财务、资产岗位责任制、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机关基本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结转结余资

金管理办法和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修订政

府采购工作程序，查找财务、资产、工程管理岗位工作风

险点，建立和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措施。财务报账实

行五笔会签制度，即办理大额经费支出报账时，需由经办

人员、经办人员部门负责人、行财司领导、机关纪委书记

和分管财务的馆局机关领导审批会签后方能报账。各事业

单位也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修订财务管理等各项规章制

度。

（二）创新工作机制，提高预算、财务和资产管理信息

化水平。进一步完善财务专网国家档案局行政财务综合

管理系统功能，完成电子签章身份认证、数据双机异地备

份工作。委托公司开发物资管理系统，基本实现办公用品

领用信息化管理。在财务专网发布工作通知、政策文件，

所属各单位传输报表数据，及时通报各单位预算执行进

度。

（三）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努力提高决算编制质量。组

织学习落实财政部关于编制2011年部门决算工作的有关文

件精神，加强决算培训工作，提高对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

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部门决算公开工作。

严把决算数据质量关，加大对各编报单位决算审核力度。

注意审核部门决算报表、住房改革支出决算报表等相关数

据口径是否一致，并通过国家档案局行政财务综合管理系

统检查各单位收支情况和账表数据，发现问题认真核实，

及时更正，切实保证本部门决算的编报质量。部门决算编

制连续7年获得财政部通报表彰，评比为2010年度中央部

门决算二等奖。在149个中央单位中，国家档案局2010年

住房改革支出决算编报质量综合评分较高，受到财政部通

报表扬。

（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行政财务司供稿

罗一恒　 章永加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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