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严格的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下达省区资金8 865万元，

用于30 个省区 18.5 万平方米的危房改造、740 公里的断头

路维护、开打72 眼水井、32.4 万米通讯线路和2.2 万米的

通电线路建设以及 39 个多种经营性项目；本级管理费 135

万元，用于培训、调研、项目检查验收和宣传。为进一步加

强贫困国有林场扶贫资金的管理，促进脱贫工作，下发了

《关于检查贫困国有林场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通知》，要求各

省区对1997～2001 年扶贫资金的使用和贫困国有林场脱贫

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检查，并组织了 3 个检查组，分别对黑

龙江等 6 省的贫困国有林场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

重点抽查。同时，组织有关省区对《贫困国有林场扶贫资金

管理办法》着手进行修订。

（四）加强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补助资金管理。会同

财政部下发2002 年项目指南，要求各省区要对 2001 年资金

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加强检查验收，同时为缓解林

区能源需求与森林禁伐、限伐的矛盾，对 2002 年资金使用

方向，要求主要用于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区薪炭林建设。对符

合条件的，也可用于沼气池建设。会同财政部组织专家对省

区申报项目进行了评估论证，按评估结果，提出了立项意

见。共安排项目 121 个，其中：薪炭林项目 113 个，营造薪

炭林面积80.1 万亩，中央财政补助9 200万元，沼气池项目

8 个，建设沼气池17 992座，中央财政补助 800 万元。

（五）加强了对林业重点工程资金的监管力度，资金稽

查队伍进一步健全。全国已有 24 个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成立

了资金稽查机构，部分市、县相继成立了林业重点工程项目

资金稽查办公室，使林业重点工程资金实现了专业化、经常

化、规范化监督管理。国家林业局先后派出 111 人次，组织

开展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全面稽查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的综合检查；对 2001 年退耕还林工程稽查中出现问题较

多的省区加强了跟踪稽查和检查；根据领导批示和群众举

报，对有关案件进行了专项检查。对查出的问题，及时通

报，限期整改。

（国家林业局发展计划与资金管理司供稿  袁卫国执笔）

中央国家机关

财务会计工作

2002 年，中央国家机关财会工作以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加强管理，较好地完成

了各项任务。

一、加强机关财务管理工作

（一）2002 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

局）转发了北京市组织部、财政局、人事局《关于调整去世

离休干部无工作配偶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的通知》、《关于提

高北京市特、一等革命伤残人员护理费标准的通知》、《关于

调整行政事业单位工作餐等开支标准的通知》和《关于调整

职工冬季取暖补贴标准的通知》，对上述各项开支标准进行

了调整。

（二）根据宾馆、招待所收费逐年上涨而会议费标准偏

低的状况，国管局会同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对会议费管理办

法执行情况进行了调研，再次修订了《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

管理办法》。

（三）积极配合财政部的部门预算改革和行政事业性收

费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对《中央部门基本

支出预算管理试行办法》、《中央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试行

办法》、《财政违法行为惩处条例》、《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项目审批管理暂

行办法》等文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四）2002 年国管局成立了中央国家机关供暖改革课题

组，对有关省市和部委的供暖改革情况进行调研，起草了

《关于部分城市供热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及中央国家机关供

热改革的基本思路》。同时，对改革取暖费支付办法进行了

探索。

（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务院各部门机关后勤

体制改革有关税收政策具体问题的通知》精神，国管局财务

管理司负责中央国家机关所属宾馆、招待所部分经营收入税

收优惠的审批工作。对中央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如铁道

大厦、金台饭店、北京冶金职工培训中心、国家工商总局招

待所等单位办理了税收优惠审批手续。

（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整顿财政周转金

方案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清理整顿有偿使用资金具体实

施意见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国管局完成了中央国家机

关行政事业周转金的清理工作，收回周转金1 052万元，并

缴入中央财政专户。对其他逾期不能收回的周转金借款，区

别不同情况，也作了相应处理。

（七）汇总、编报了《中央国家机关后勤企事业单位财

务决算报表》，并对财务状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为进一步

推进后勤体制改革提供了依据。

二、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一）加强制度建设。结合中纪委对党政机关提出的用

车要求，起草了《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局属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制定并印发了

《国管局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二）积极完善和推广使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

管理软件，扩大培训范围。邀请国家环保总局等 8 家单位对

固定资产管理软件的使用情况进行座谈，并对软件进行修改

和完善。中央行政单位举办了 3 期培训班，中央所属事业单

位举办了 2 期固定资产管理软件培训班，150 多人参加了培

训。软件的使用由中央国家机关转向中央所属事业单位，逐

步使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管理走向规范化。

（三）布置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年报汇总统计

工作。为了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摸清家

底，掌握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配置状况，编制了中央行

政事业单位 2002 年国有资产统计年报，并对中央各主管部

门的国有资产管理人员共 110 人进行了培训，布置了年度报

表编制工作。

（四）在国管局下属经营单位积极开展企业效绩评价的

试点。为了配合财政部企业效绩评价的试点推广，起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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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管局企业效绩评价试点工作方案》，并对局属 14 家经营

单位举办了企业效绩评价培训班，在 2 家单位实行试点。

（五）积极探索工作新思路。结合十六大报告精神，就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召开了研

讨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经贸委等 12 家单位

的有关人员参加，广泛听取意见。

（六）积极做好国有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为中国爆破

器材行业协会等 3 家单位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为国家计委

烟台培训中心等 3 家单位的7 367万元资产办理划转审批手

续；为教育部华南理工大学等 21 家事业单位的25 720万元

资产办理了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审批手续；为财政部

财科所等28 家单位的13 975万元资产办理了处置手续。

三、进一步规范工资网络统发工作

首先，国管局在财政部社会保障司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和用友财务软件公司合作，于 10 月完成了网络统发工资软

件和离退休管理制度软件的二期开发工作，并集合成中央国

家机关离退休经费管理系统。二期开发使管理系统的信息格

式规范、数据查询、报表分析等方面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完

善，提高了网络统发工资的质量。其次，针对网络统发工资

工作的人员审核问题，国管局和财政部、人事部、中编办联

合印发了《关于中央国家机关行政单位、公检法司机关离退

休经费开支范围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行政单位离退休

经费开支的单位和人员范围。同时，对过去制定的各项网络

统发内部业务流程进行了重新整理，加强了网络统发的内部

程序控制，保证了网络统发各个环节之间的运转高效，不出

漏洞。

四、夯实工作基础，提高管理水平

（一）组织中央国家机关分团赴香港参加第十六届世界

会计师大会。受财政部的委托，国管局承担了负责组织中央

国家机关分团赴港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的工作任

务。此次组团人员多（61 人），层次高（司局级干部 40

人），在国管局历史上是第一次，国管局各级领导十分重视，

副局长吕世光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财政部有关文件，部署组

建分团筹备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并按照财政部确定的单位名

单，结合中央国家机关的实际情况，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有关人员赴香港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

师大会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了分团团长由财务司司长尚

晓汀担任，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从参会代表的资格审查，

到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关文件等，严格按照规定，认真审查。

赴香港前认真组织预培训，请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及港澳

办的有关领导介绍在港期间应注意的事项等，国管局主管外

事工作的领导进行了外事纪律及保密教育。参会代表严格按

照大会及财政部的要求，圆满完成了赴港参加第十六届世界

会计师大会的任务。

（二）狠抓培训质量，提高会计人员综合素质。根据财

政部印发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和国管局印发的

《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要求，国管局

先后印发了《关于 2002 年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开展中央国家机关

2002 年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对 30

多个申报单位进行了综合考评和实地考察，取消了 4 个不合

格的培训单位，新增加了 8 个培训单位，确定了 23 所院校

或培训中心作为 2002 年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

训单位。确定以《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存货》、会计

人员职业道德、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和财政三项改革等作为培

训内容，到12 月 30 日，先后举办各类培训班 390 期，培训

会计人员51 930人次，其中：高级班 9 期，参加学习4 564

人；中级班 125 期，参加学习17 042人；初级班 136 期，参

加学习20 252人；金融班 13 期，参加学习1 886人。2002 年

继续教育培训共300 期，参加学习43 744人。另举办会计电

算化初级知识培训班 78 期，参加学习6 477人，补以前年度

学时班 12 期，参加学习1 709人。

（三）进一步规范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根据财政部

颁发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和国管局制定的《中央国

家机关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印发了《关于中

央国家机关会计证年检及换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有关问题的

通知》，并从 2002 年 4 月 1 日开始执行。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企业

和企业集团及其在京直属单位264 个部门，共计 4.5 万会计

人员，需要进行年检及换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工作。在换证

过程中工作人员作出了收到相应年检换证资料后，对审验合

格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在 1 个月内交到会计人员手中的

服务承诺。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做到礼貌热情，认真解释相

关政策，有问必答，得到了大多数单位的好评。2002 年年

检换证43 800个，圆满完成了年检换证任务。

2002 年组织完成了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

具体实施工作，组织了为期 3 个月的培训工作，统一命题，

统一考试、阅卷。400 人参加了考试，其中 302 人成绩合

格，取得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考试合格率为75.5 % 。

五、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2002 年，国管局进一步加大了政府采购的工作力度，

扩大采购规模和范围。到年底，全年组织公开招标 32 次，

采购范围涉及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金额共计 9.2 亿元，

节约经费9 650万元，资金节约率9.5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国务院领导的批

示精神，国管局会同财政部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关于在中

央国家机关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方案》，在广泛征

求中央预算单位意见后，上报国务院。10 月 7 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中央国家机关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中明确

规定了财政部为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督管理部

门，成立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中心），

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中心由国务院办

公厅委托国管局管理，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根据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的批复，国管局积极筹备采购中心的组建工作。

一是采购中心就如何做好集中采购工作与财政部协商；二是

研究确定采购中心 “三定”方案，明确采购中心职能、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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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人员编制；三是在国管局范围内进行采购中心处级领

导干部公开竞争上岗，选拔优秀人才到采购中心工作。

2002 年 10 月，国管局组织中央国家机关 21 个部门负

责政府采购的处长赴澳大利亚，考察政府采购工作情况和具

体做法，开阔了做好政府采购工作思路。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司供稿  陈佳资执笔）

电 力 工 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02 年，国家电力公司系统各级财务部门，积极贯彻

落实公司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文件精

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全面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2002 年末，国家电力公司资产总额1 499 997 871千元

（合并报表口径，下同），比上年增加107 278 977千元，增

长 7.7% ；负 债 总 额 902 733 570 千 元，比 上 年 增 加

70 435 482千元，增长 8.46% ；所有者权益471 518 470千

元，比上年增加28 964 891千元，增长6.54% ；资产负债率

62.24% ，比上年上升 0.25 个百分点。公司系统 2002 年实

际完 成 售电 量 1 102 333 190 千 千 瓦 时，比 上 年 增 长

129 784 228千千瓦时，增长13.34% ；发电量657 178 062千

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4 010 598千千瓦时，增长8.95 % ；购

电量575 907 728千千瓦时，比上年增长83 710 479千千瓦

时，增长17 % 。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净额464 019 464千

元，比上年增长61 480 196千元，增长 15.27 % ；利润总额

21 545 932千元，比上年增长1 048 314千元，增长5.11% 。

一、积极参与公司体制改革工作

（一）积极主动参与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制定，为电力资

产重组方案和电价改革方案出台做出贡献。全面深入地核实

整理资产、产权数据，按照财政部的要求，进行了大规模的

公司系统财务情况调查，及时、准确地提供电力资产重组方

案的基础数据，提出电力资产重组方案的原则性意见，其

中，厂网划分主要原则、项目分配级次、关联单位确定等主

要意见得到了各方认可，并始终贯穿在方案的制定过程中。

开发厂网资产划分计算机综合测算系统，经过对众多方案的

测算、筛选，及时提交最佳重组方案并得到了采纳，为电力

资产重组方案的出台提供了时间和技术上的保证。集中各方

力量，研究提出厂网分开资产划分具体财务处理的原则意

见，上报财政部，为资产的平稳交接创造条件。积极配合国

家计委全面参与电价改革研究，向国家计委提出了对《电价

改革方案》和《厂网价格分离实施办法》的意见和建议。

（二）参与新公司的组建工作。积极参与国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的组建工作，并就南方电网公司组建中的出资

和股权设置等关键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多次与财政部、广

东省等方面沟通和汇报。积极参与主辅分离工作，参与了水

电顾问公司、电力顾问公司、葛洲坝集团、水电总公司等四

家辅业集团的组建及移交中央企业工委工作，完成苏州热工

研究所划归中广核集团的资产划拨工作等。

（三）为公司系统体制改革积极争取各项政策扶持。梳

理电力系统现行财税政策，结合公司系统改革实际，提出了

有关建议，上报了《国家电力公司关于电力体制改革有关财

税政策的报告》，并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了多次沟

通、协商。研究辅业分离后的政策支持问题，并积极与国家

有关部门进行协商。

（四）严格控制公司系统体制改革的财务风险。在公司

系统全面开展对外投资、债权债务、对外担保、经济合同和

固定资产“五清理”活动，摸清公司系统财务方面在改革过

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同时，为化解改革中债务和担保方面

的财务风险，对公司系统的负债和担保情况进行了专题调

查，形成了《公司系统负债和担保的现状、承继和风险分

析》报告，提出了改革中债务和担保的承继和风险防范的政

策性建议。

二、确保各项财务工作正常开展

（一）进一步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完善资产经营考核办

法。强化预算执行过程控制，采取普遍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定期全面分析公司系统的经营情况，及时分析问

题症结，深入探索确保预算有效实施的具体办法，确保不将

问题拖到年终解决。修改、完善资产经营考核办法和指标，

强化了激励约束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制，确保了公司系统财

务状况的稳定。

（二）认真做好决算，规范会计核算，按时编报月报，

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圆满完成了公司 2001 年会计决算

任务，受到财政部通报表彰。认真贯彻财政部颁发的各项准

则和制度，规范公司本部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程序和方法，

按照制度要求进行了全面清理和调整；同时完善和规范了公

司本部会计账户体系，使本部会计核算工作更加规范化和制

度化。按时编制月度会计报表，并对月度财务状况进行分

析，查找变动原因，为公司领导经营决策和职能部门日常管

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财务信息。

（三）合理调度奖金，认真做好工效挂钩和财政奖金清

算工作。公司系统各级财务部门在面对巨额欠费、资金周转

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通过积极筹措资金、有效集中资金、合

理调度资金，保证了“西电东送、全国联网、农网改造”等

重点工程资金需求，保证了电源项目的技改投入，保证了正

常生产的资金供应。积极主动与财政部沟通，及时完成了

2001 年工效挂钩清算，基本解决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四）完善产权管理系统，做好产权年检登记，试行资

本金效绩评价，夯实产权管理工作基础。进一步完善了国家

电力公司基本产权关系管理系统，其成果获得了公司在京直

属单位第三届青年优秀科技成果奖。以此为基础，全面完成

了国家电力公司层层出资的4 074户企业产权结构、资产分

布等审查及分析工作。受财政部委托，完成了公司系统

1 206户企业 2001 年产权情况的年检工作，及时办理了 764

户各级企业产权占有、变动和注销产权的登记工作。积极开

展国家电力公司法人资本金效绩评价课题研究，其成果获得

了公司在京直属单位第三届青年优秀科技成果奖，通过运用

课题成果对公司系统 32 家网、省电力公司 2001 年度的财务

状况与资产经营效绩进行了测评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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