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安迪、罗志荣、胡鸿福、秦荣生、董锋、薛任福十六人为

副会长，选举 744 名理事、230 名常务理事。丁平准兼秘书

长，蒋宝恩、赵桂良、于延琦、周树廉、于长春、张惠斌、

杜胜利、刘丽君、鞠新华为专（兼）职副秘书长。

三届理事会设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企业世界化研究委

员会、上市公司研究委员会、金融企业研究委员会、高新科

技企业研究委员会、农业企业研究委员会、民营企业研究委

员会、事业单位研究委员会、培训教育工作委员会、宣传工

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财务工作委员会十二个专门工

作委员会。秘书处设办公室、会员部、报刊管理部、培训

部、国际部、信息网络部、科研部七个工作部门。

修改后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章程》共八章四十九条。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为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

非营利性全国性社团组织。英文名称为：China Association

 of C hief F inancial O fficers（CA C FO ）。协会主管单位为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业务指导部门为财政部。协会主要业务范围为

开展总会计师行业诚信教育、总会计师后续教育、沟通协调

政府有关部门、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总会计师专业科研、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举办报纸、刊物、网站、编辑出版专业图

书、组织行业对外交流。协会会员包括团体会员、单位会

员、个人会员、准会员四种。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

机构，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协会经费主要来

自会费、服务收入、有关单位的资助与赞助、利息、设立基

金及其他合法收入。

张佑才在主题报告中指出，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三届理事

会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 “一个中心、两个台阶、三个

强化、四个建设、五个之家”。一个中心就是以学习、贯彻、

落实十六大精神为中心，树立 “五种意识”：创新意识、竞

争意识、机遇意识、效率意识、诚信意识。两个台阶就是队

伍建设、协会建设迈上新台阶。三个强化就是强化协会班

子、强化理事队伍、强化行业作用，实现队伍在职化、成员

年轻化、行风现代化。四个建设就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专业建设、制度建设，切实做好会员的诚信教育、地区与行

业协会建立及发展会员工作、各种专门委员会与专家委员会

的建立、传媒建设、各项工作制度与议事规则的建立等工

作。五个之家就是学习之家、提高之家、奋斗之家、团结之

家、温暖之家。总会计师协会是总会计师之家，这个家要兴

旺；是沟通政府的桥，这个桥要通畅。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使中国总会计师队伍整体素质上一个新台阶，使总会计

师协会的工作水平、工作效率上一个新台阶。

丁平准在计划报告中明确协会秘书处的十项工作：一是

加强组织建设，包括发展会员、建立地区协会和行业分会。

二是搭起十二个专业委员会的构架，通过专业委员会开展理

事会活动。三是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准备在 2004

年年底前，组织五十名左右顶级专家队伍，以“创新成果”

逐步实施“首席专家制”和“专家优选制”。四是办实事，

架起与政府、社会沟通的 “桥”，2003 年计划先做四件事：

第一，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为修订《总会计师条例》提供充

分的信息资料，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来自总会计师行业第一

线的各种意见、建议；第二，组织总会计师资质评价的相关

研究，进行总会计师资质评价的试点；第三，进行总会计师

人才资源的调查；第四，建立财务管理信息平台。五是办好

一报两网三刊，即《财会时报》、《中华财会网 e521.com 》、

《中国总会计师网 CACFO .com .cn》和《中国总会计师》、

《财会月刊》、《中国会计电算化》杂志。六是进一步搞好培

训工作，包括总会计师岗位培训、专题培训、专题讲座。七

是完善会员管理系统，包括会员管理、会员证制定和发放

等。八是加强会费管理。九是走向国际，积极筹备加入国际

财务执行官协会联合会并与其他外国管理会计师组织建立联

系。十是加强秘书处建设。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供稿）

中国会计学会 第六次全 国会 员代表大会

暨理论 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

一、会议概况

中国会计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理论研讨会于

2002 年 9 月 26～28 日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召开。来自财政

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会计学会，各全国

性专业会计学会，中国会计学会各分会，各会员单位的代表

以及个人会员代表、论文作者代表和新闻单位共计 24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会计学会会长迟海滨主持，财政部常

务副部长楼继伟致开幕辞，他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会计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这为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他

希望广大会计理论工作者抓住机遇，积极投身到我国的会计

改革和经济建设事业中去。同时希望中国会计学会及其新一

届理事会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积极倡导求实创新的理论风气，努力创造“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学术环境，为新时期会计理论的繁荣和会计事业的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秘书长刘玉廷作了《中国会

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副会长余秉坚作了《中国

会计学会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副会长阎达五作了

《中国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科研规划》的说明，代表们都

作了认真审议。关于发展个人会员问题，代表们认为应该借

鉴国际通行的做法，积极推进个人会员制度，扩大个人会员

队伍，这对增强会计学会凝聚力，充分发挥会计学会在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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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会计准则制度建设和宣传贯彻会计准则

制度等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

了中国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选举原财政部常

务副部长迟海滨继续出任第六届理事会会长，选举葛家澍、

阎达五、贡华章、谷祺、郭道扬、夏大慰、孙铮七人担任第

六届理事会副会长，选举李玉环担任第六届理事会秘书长。

同时聘请王丙乾、王文元为第六届理事会名誉会长，聘请朱

德惠、祁田、李更新、陈立、陆兵、余秉坚、余绪缨、顾树

桢、魏振雄九人为第六届理事会顾问。选举前，财政部部长

助理冯淑萍对第六届理事会领导成员的推荐情况作了说明。

会议期间，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同志莅临大会并就会计和

会计学会的工作作了指示。他要求会计工作第一要重视会计

的诚信建设，强化会计监管，研究和解决当前依然存在的会

计做假问题。第二要开拓创新，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工作中

的作用。他要求，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要更好地结合；要

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更要立足中国国情，要把自己的特

色、所处的阶段研究透；会计理论研究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科

学的、严谨的作风，防止浮躁和过分商业化。

会议以“会计监管”为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讨论。冯

淑萍作主题报告，她介绍了中国进行会计国际协调的情况及

面临的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会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她建议，对我国当前会计监管中存在的监督不力、效率

不高等问题，可以从会计报表的功能、审计报告的功能、各

个监管部门的职能等方面进行研究。她强调发挥会计学会的

作用，进一步做好会计的培训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中国

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国际协调问题的研究。会上，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教授郭道扬作了《论产权会计建立的法律基础》

的主题发言。

大会期间召开了中国会计学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审

议提交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秘书长李玉环宣读了关于《中

国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

修订《中国会计学会章程》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国会

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科研规划》的决议（草案），并得到与

会代表的一致通过。

会议于 9 月 28 日闭幕，会长迟海滨作总结发言。他要

求各级会计学会及广大会员，紧密结合新形势的需要，开展

会计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他特

别强调要大力宣传会计的功能，加强企业法人和会计主管人

员的培训；力求尽快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发展

服务。

二、研讨会观点综述

中国会计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理论研讨会，

以“会计监管问题研究”为主要议题，代表们展开了广泛而

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较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

议：

1 .关于会计监管的含义

归结起来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会计监管是指政

府或会计职业团体对会计工作的干预，以确保会计工作能够

合理、有序地进行。另一种意见认为，会计监管不仅是对会

计工作的一种干预，更是一种对会计工作质量的保证。第三

种意见认为，会计监管更主要的是为了弥补市场竞争的先天

性缺陷——个 体利益膨胀导致整体利益无法实现最优，而建

立的一种让利益各方进行有效博弈的制度。

2.关于会计监管的内容

一些代表认为会计监管制度分为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和会

计职业监管。其中，会议信息披露监管是解决其信息供应不

足或过剩的重要措施。监管对象主要是企业，监管的基本手

段是法规、会计准则其相关解释等，有较强的技术性。会计

职业监管主要解决会计职业准入、会计执业标准、会计职业

道德、会计人员法律责任以及会计职业教育等，核心是为了

使每一位会计人员恪尽职守。另有一些代表认为，会计监管

的完整内容应包括会计与审计两大环节。作为监管会计环节

的内容，主要包括会计处理方法、会计信息披露、会计人

员、会计工作制度安排等；而监管审计环节的内容，包括注

册会计师及事务所、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报告形式等。还

有一些代表认为，应全方位概括我国会计监管的基本层面，

包括：①会计人员监管层面，解决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技能

素质、执业纪律、认证奖惩问题；②会计制度监管层面，解

决统一会计制度执行与及时修订问题；③会计账簿监管层

面，解决建账建制、规范记账、完整记录和如实报告问题；

④会计票证监管层面，解决会计凭证合法性、及时性问题；

⑤会计服务市场监管层面，解决会计对外报告可靠性问题。

3 .中国会计监管的现状评估

代表们在充分肯定我国过去会计监管方面的各种做法的

同时，尖锐地指出了现行会计监管体制所存在的不容忽视的

问题。一是政府监管分散，二是社会监管乏力，三是内部监

管薄弱。一些代表联系各自的工作实际，分析了产生上述问

题的原因：

（1）法制建设滞后。①会计监管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完

善，缺乏适当的诉讼机制，实际操作中处罚力度有限。②会

计监管的法律环境不健全，会计法规之间缺乏协调，有时甚

至相互矛盾。③监管主体权责界定不清。

（2）财政部门会计监管主导作用不突出。由于我国在会

计监管方面缺乏比较明确的思路，财政部门会计监管的龙头

地位并未确立，加上财政部门会计监管力量不够，有限的会

计监管也不能真正到位，会计监管并未走入规范化、经常

化、全程化轨道。

（3）社会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会计监管的认识误区。表现

为：①会计监管就是改变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试图以变动

人事的方式来达到会计监管的目的，与会计监管首先是一种

制度性及组织化监管的本质特征相悖；②一些组织单位领导

人认为，会计监管说到底就是使单位会计脱离其领导而听政

府的指挥，因而对会计监管存有较大的抵触情绪；③一些人

认为会计监管，最终结果就是把各单位的手脚都捆起来，不

能在经营管理上有所作为。

4.中国会计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在讨论中，一些代表根据本地的会计监管体制改革实

践，并吸收了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会计监管体制改

革的实践进行模式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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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监管模式包括：①会计核算中心

模式。②财政集中支付模式。③直接管理模式。④乡镇 “零

户统管”财政会计管理模式。⑤村账站（乡）管会计管理模

式。

（2）公司、企业会计监管模式包括：①财务总监制模

式。②主管会计委派制模式。③会计楼管理模式。④内部会

计委派模式。

一些代表认为，对企业会计监管模式及其效果的研究，

必须对财务总监制度、监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制度这三者关

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在实践中理顺这三者关系，这样才

能对具体的会计监管制度及模式做出完整的评价。

5 .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

如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会计监管模式是本次研讨会的

重点。大家认为，会计监管模式从总的方面来看，分为行业

自律、政府主导以及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三种模式。

关于中国会计监管模式的改革，有以下几种意见和建议。

一种意见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会计独立监管模式”。

这种监管模式的特点是：（1）在组织设计上，由全国人大或

国务院牵头，以形成会计监管的合力；（2）在监管标准上，

设立全国性的会计和法律技术鉴定委员会，向会计监管委员

会提供专业标准方面的支持；（3）在监管制度安排上，明确

政府在会计监管方面的行政权力；（4）在监管方式上，采用

例外管理原则，既不完全信赖市场力量，也不滥用政府权

力。

另一种意见为“构建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这种意见

认为：会计监管体系应该包括会计监管立法体系和会计监管

执法体系两方面的含义。会计监管的立法体系是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制订法律，由政府有关部门制订准则、行政规章

制度，由自律性组织制订其行规。会计监管的执法体系主要

包括会计监管主体、会计监管对象以及会计监管范围等问

题。这样的会计监管体系框架的构建充分体现了 “法律规

范、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基本思想。

还有代表提出，建立服务于会计监管的预警制度。他们

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信息不实公司”的信号

特征，从而为建立服务于会计监管的预警制度提供了一种可

资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代表们认为，会计监管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只有把会计

监管制度放到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建设这一大环境

中去研究，才能得出对我国会计监管制度建设有价值的结

论。当务之急是加强会计监管制度的基础建设。经讨论，较

多的与会代表认可了会计监管制度的两个基础：会计诚信制

度与内部控制制度。

代表们同时指出，会计监管模式的研究不能搞绝对化，

片面强调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都是不恰当的。正确的思路应

首先明确界定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在会计监管制度中的职责

分工，从组织、法制、措施方法上形成两者互为制约、互相

补充的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会计监管的目标。

中国会计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理论研讨会，

充分发挥了中国会计学会连接政府部门与学会会员、会计工

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会计改革，发

挥会计学术界、教育界、实务界专家人士智慧才干方面作用

非凡。此次“会计监管问题研究”理论研讨会，对中国会计

监管体系框架的构建及会计诚信建设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

财政部部长助理李勇

当选 为亚太地 区会 计师联合会 主席

部 长助理  李 勇

2002 年 4 月 9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太会计师联合

会（简称 CA PA）第 59 次理事会会议上，经 CAPA 理事会

全体成员表决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原中

注协秘书长李勇被推选为 CA PA 新任主席。

亚太会计师联合会成立于 1957 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地区性会计师组织，其会员包括中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日本、法国及英国等 21 个国家的 31 个会计师职业团

体，代表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 70 万会计师。CA PA 的宗

旨是：在亚太地区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提高和协调方面发挥

领导作用，使该行业能够不断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作

为CA PA 主席，肩负着领导 CA PA 发展壮大并帮助亚太地区

会计师行业进一步提高执业质量、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的

重任，此外还负责 CA PA 秘书处重要事项的决策工作。

李勇当选为 CA PA 主席，是中国首次在国际性会计机构

担任第一领导人的职务，标志着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在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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