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工作

2002年省函校仅招生 100 人，95% 的县函授站招生为

零。为此，函校转变办学思路，将工作重心转向办好会计综

合培训基地，开展了多层次、多种类的会计继续教育。全年

累计培训会计人员38 420人次，仅省函校举办各类培训班30

多期，培训8 055人次。实现了从中专学历教育向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的转型，成为全省会计继续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

至年底，陕西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已建成省校和11 所分校，

116 个函授站。拥有规范教室 271 个，教学场地16 336平方

米，计算机及电教设备1 545台（套）。各级财政累计投资

6 32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资 310 万元，省财政投

资1 370万元，地县财政投资4 640万元，形成固定资产3 236

万元。培养造就专职教师490 多人。

八、会计学会工作

一是开展了优秀会计论文评选和会计科研项目招标。省

学会印发了《关于评选2001 年度优秀会计学论文的通知》，

收到论文 42 篇。同时，进行了会计科研项目招标，共定标

22项。其中，重点项目 4 项，分别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的监督制度设计研究、新时期会计人员管理与教育研究、会

计集中核算问题及对策研究和企业财务总监委派问题研究。

二是以培训为渠道，直接面向会计人员服务。省学会全

年举办会计电算化、《会计法》、新准则制度培训班 11 期，

累计培训近千人次。

三是各级学会进一步研究改进会刊质量。省学会为使

《陕西会计信息》更具“短、平、快、精、实”特色，改月

刊为不定期刊。全年出刊 7 期，发行7 000余册。西安市会

计学会、陕西交通会计学会会刊图文并茂，体裁多样，在省

内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九、预算会计研究工作

2002 年，陕西省预算会计主要就国库集中支付与会计

集中核算的关系、财政国库制度改革、预算编制改革、政府

采购等课题进行了研究。省预算会计研究会全年收到论文和

经验材料15 篇，向《预算管理会计》、《西部财会》等刊物

推荐11 篇，被《预算管理与会计》月刊采用4 篇。

（陕西省财政厅供稿  李振林  杨建国执笔）

甘肃省会计工作

2002 年，甘肃省会计工作紧密联系全省实际，以深入

贯彻实施《会计法》、深化会计制度改革为重点；以健全外

部监督和内部控制机制、坚决打击做假账行为为主线；以狠

抓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全面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和专

业技术能力为基础，加强会计人员管理、会计电算化管理、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

一、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一是针对 2001 年度全省《会计法》执行情况大检查中

暴露出的会计基础工作方面的问题，认真分析，采取措施，

纠正和改进存在的问题。二是要求全省各级会计管理部门把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作为2002 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重

要内容。三是在全省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达标活动，

推动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四是省、市（州、地）会计管理

部门定期进行会计基础工作检查和评比，及时纠正存在的问

题，并将评比结果作为会计管理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贯彻实施会计法规、制度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①认真学习 “十六大”精神。

及时召开了甘肃省会计界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努力开创会

计工作新局面座谈会，要求全省会计人员认真学习十六大精

神。同时，要求全省会计管理部门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切实加强行业诚信建设；抓紧推行企业会计制度；继续完善

后续教育制度，提高会计队伍业务素质；进一步加强会计监

督，全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努力开创全省会计工作新局

面。②制定和完善了会计管理部门主要业务工作相关政策及

办理程序，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③简化审批手续。将《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前培训》、《会计电算化初级培训》等需要

审批的事项，由行政审批制改为“备案制”。④牢固树立服

务意识。完善了服务措施，把管理监督寓于服务之中，以一

流的服务，促进和推动全省会计事业发展。

（二）认真宣传培训，贯彻实施会计法律、法规制度。

①认真宣传，贯彻实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②派人参加财政部在北京举办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培训

班。③省财政厅会计局在张掖、临洮、天水、平凉 4 个地区

举办了 4 期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师资培训班。④指导各单位

的培训工作。至年底，全省举办《会计法》、新准则、新制

度培训班306 期，参加培训99 628人（次），占应参训人员

的93.68% ；举办会计电算化培训班 378 期，参加培训

21 876人（次），合格17 488人，合格率为79.44% 。⑤组织

了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贯彻实施情况的调研工作。⑥帮助所

属地区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

证会计事项相关人员的职责权限明确，相互分离、相互制

约。
（三）强化会计监督，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工

作。①认真总结了全省《会计法》执行情况大检查工作，并

针对查出的违规违纪、会计基础工作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处

理意见和改进措施。②对 2001 年度《会计法》执行情况检

查中查出的违规、违纪单位实施重点复查，督促各单位强化

管理，堵塞漏洞，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不浪费。③结合会

计证年检、换证工作，重点检查了会计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会

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情况、会计人员遵守财经、会计法律、法

规、制度情况，对违规违纪的会计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三、切实加强会计人员管理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规范和

完善了会计人员调动的程序和办理要求；组织完成了全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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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从业资格证专业知识统一考试的命题、试卷印刷及考试实

施工作，全省参考8 921人。并按时完成全省会计从业资格

证年检、换证工作。2002 年，全省共有21 112人报考了会计

职称考试。同时，认真组织完成了 2003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的报名、信息录入及考试用书征订、发行工作。

（二）认真组织全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针对 2001

年度全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省财政厅及

时下发了《关于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进一步规

范和加强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

（三）积极稳妥地推行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省财政厅

组成调研组，分赴金昌市、天水市、庆阳市、陇南地区、定

西地区进行了调研，定西地区地直会计核算中心于 2002 年

6 月 28 日正式运行。至年底，全省有 4 个市（州、地）本

级成立了会计核算中心，有 15 个县（市）成立了县级会计

核算中心，有 19 个县（市、区）对所属单位实行了会计委

派制，有3 个厅（局）在所属企业内部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还有部分市（州、地）、县（市、区）及省级厅（局）正在

试点。

四、组团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

全省派出以省财政厅副厅长吴仰东为团长的 31 名代表

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学习和了解了世界会计业的

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要求与会代表把学习和了解到的国

内外会计业好的做法落实到具体的会计工作中去，加强和提

高全省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认真贯彻

落实朱镕基总理的指示，做到“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

准则，不做假账”，为促进西部大开发和甘肃经济大发展做

出新贡献。

五、搞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

2002 年度，甘肃省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21 112人。其中：中级10 291，初级10 821人。初级实考

7 274人，全科合格1 780人，合格率为 24.47 % 。中级财务

管理实考4 485人，合格1 059人，合格率为 23.61 % ；经济

法实考5 217人，合格1 946人，合格率为37.3 % ；中级实务

Ⅰ实考6 048人，合格1 720人，合格率为 28.44 % ；中级实

务Ⅱ实考5 079人，合格2 176人，合格率为 42.84 % 。全省

中级资格一次全科合格 248 人，合格率 3.47 % ，两年全科

累计合格1 071人，累计合格率为37.1 % 。

六、积极落实财政部党组关于理顺注册会计师

行业管理体制的决定

一是厅党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落实财政部党组关于理顺

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决定的实施意见，批准成立了以分

管厅长为组长，会计局、监督局、综合处、省注册会计师协

会领导参加的领导小组。二是由会计局牵头，监督局、综合

处、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配合，制定了《甘肃省关于理顺注册

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的实施办法》。三是召开由厅领导、会计

局、监督局、综合处、注册会计师协会参加的联席协商会，

研究和协商了具体移交事项。在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协调下，

理顺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的工作正在积极稳妥地进行。

七、做好其他工作

（一）组织完成了全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认真审查

了 54 名申报高级会计师资格的评审材料和相关证件，并报

省职改办批准，对符合申报条件的 44 人进行了答辩和评审，

有 43 人取得了高级会计师资格。全省高级会计师累计达到

153 人。

（二）加强了对会计学会、珠算协会的管理工作，积极

做好换届准备工作。

（三）抓紧对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甘肃分校的指导工作，

并对省函校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调查和研讨。

（甘肃省财政厅供稿  彭可信执笔）

青海省会计工作

2002 年，青海省会计工作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会计

法》，深化会计制度改革，健全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机制，

坚决打击做假账行为，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逐步提高全

省会计队伍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做好会计管理和

服务工作。

一、继续开展《会计法》执法情况检查工作

为深入贯彻实施《会计法》，加强会计监管工作，2002

年组织了 5 个检查组，对 10 户企事业单位执行《会计法》

的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对查出的违反《会计法》规定的会

计事项及违规问题，下达了处理决定，责成被查单位补缴偷

漏税款，及时调整账目并提出整改措施。

二、加强培训学习，强化会计队伍自身建设

一是委托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在青海省举办了 4 期高层次

的财会人员业务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主要为企业和行政事

业单位的总会计师、财务处长、主管会计等。其中，企业高

级财务人员培训班 2 期，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处长及主管会计

培训班2 期，参加人员361 人。

二是组织专人编写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教材》，填补了青海省无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培训教材的

空白。结合《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内容，

举办了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财会人员培训班，培训为期

3 个月，共举办 18 期1 842人（次），超额完成了培训计划。

同时，省内各级财政和主管部门也举办了不同形式、不同内

容的会计人员培训班。2002 年全省财政系统和主管部门共

举办会计培训班 89期，参加培训人员达5 332人（次）。

三是全省初级会计电算化培训及考试工作全面展开。省

财政厅鼓励并支持基层财政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利用其他部

门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按照统一的会计电算化培训教材进行

培训。同时，协调省会计电算化培训考试中心的教师下基层

辅导讲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2002 年全省共举办会计电

算化培训班 86 期，参加培训人员近4 000多人。同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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