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在不补贴情况下实现利润3 328万元。

七、加强政策研究，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一）落实全国增收节支工作会议精神。一是明确责任，

落实清缴指标；二是统筹安排调度资金，保证税款及时入

库；三是加强跟踪监控管理，实行企业税款入库周报制度；

四是加大清欠力度，确保增值税和消费税等主要税种全部入

库。2002 年，在实现税费全部入库的基础上，清缴以前年

度欠交税费 37 亿元。

（二）落实了相关税收政策。10 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

《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油品销售企业重组有关契税

问题的通知》，落实了有关免征契税问题。7 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西气东输项目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落实了有关税种的税率及减免税等政策。5 月，国家

税务总局印发《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使用的 “成品油配置计划表”有关印花税问题的通知》，

明确了互供石油和石油制品所使用的 “成品油配置计划表”

（或其他名称的表、证、单、书），有关暂不征收印花税的范

围问题。

（三）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取得进展。1 月，国家计委

印发了《关于规范天然气价格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将

国内天然气井口价外加收的净化费并入价内，合并为统一的

出厂价，并将出厂价格提高 30 元/千立方米。

八、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财会人员整体素质

（一）加强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按照 “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要求，开展了职业道德

和法制教育活动。

（二）组织财会培训工作。一是建立了统一规划、分级

管理的财会人员培训体系。二是组织 110 人参加了财务处级

干部岗位资格培训；320 名财务骨干人员参加了《企业会计

制度》与新准则的培训；选拔了 17 名财会人员到美国休斯

顿大学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国际财务与会计业务培训；全系统

各单位举办财会人员培训班 340 期（个），培训人员 1.5 万

人。三是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三）建立和实施财会人员管理制度。修订了《集团公

司财务会计岗位规范》，加强对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的管理，

依法设置会计机构和会计岗位，各单位实施了财会人员信息

数据库管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财务资产部供稿

  万钧  孟晓玲执笔）

供销合作社

财务会计工作

2002 年，供销合作社财务会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三届三次理事会提出的战略部署，把扭亏

增盈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主要财务指标创近年来

最好水平，财会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经济效益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一）利润总额再创新高。根据全国 32 个省级报表汇总

单位的统计，2002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盈亏相抵汇总实

现利润28.65 亿元，同比增长 86.16 % 。其中盈利企业利润

额42.79 亿元，同比增长 13.23% ；亏损企业亏损额 14.14

亿元，同比下降 36.88% 。县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8.64

亿元，占全系统利润总额的 99.97 % 。县以上企业经济效益

连年好转，主要得益于日益深化的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

改革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引入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效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成为全系统经济效益连年好转的直接动因。

（二）基层供销合作社实现扭亏为盈。2002 年，基层供

销合作社实现扭亏为盈，结束了连续 12 年汇总亏损的局面，

基层社整体经营状况有所改善。从全国看，基层社整体不亏

损的有广东、四川、浙江、河北、重庆、上海、河南、内蒙

古、吉林、湖北、贵州、陕西、江西、山西、青岛、黑龙

江、天津共 17 个单位，其中广东、四川、浙江三省基层社

的盈利额在1 000万元以上。

（三）农资、棉麻企业经济效益大幅飚升。2002 年，农

资企业汇总实现利润2.67 亿元，同比增加 1.71 亿元，增长

178% ；棉麻企业汇总实现利润 8.07 亿元，同比增加 6.79

亿元，增长530 % 。近年来，各地供销合作社农资企业为适

应化肥流通体制改革后的新形势，通过企业改制、加强管

理、连锁经营等办法，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在

60 % 以上。棉花企业效益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

是深化企业改革，强化内控管理，拓展新的经营业态；二是

棉花价格回升，销售顺畅。

（四）销售收入连年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2002 年，全

系统实现销售收入比上年增加72.87 亿元，有效遏制了销售

连年下滑的势头。其中县以上供销社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2 596.71亿元，同比增长3.56% 。分行业看，农资企业实现

销售收入815.49 亿元，同比增长 4.71 % ；棉麻企业实现销

售收入628.39 亿元，同比增长2.37 % 。全国32 个报表汇总

单位中，20 个单位的销售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年销

售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有山东、浙江、江苏、河南、河北、

上海、总社直属企业、新疆、广东和湖南 10 个单位，这 10

个单位的销售总额占全系统的 73 % 以上。

（五）亏损面继续缩小，亏损单位减少。2002 年末，全

系统企业亏损面为 17.69 % ，比上年同期下降 3.02 个百分

点。其中县以上企业亏损面为 19.88% ，同比下降 2.75 个

百分点；基层社亏损面为 15.76% ，同比下降 3.26 个百分

点。农资企业亏损面为 19.78% ，同比下降 2.91 个百分点；

棉麻企业亏损面为 19.93 % ，同比下降 5.13 个百分点。分

地区来看，全国除甘肃、云南、青海三省仍然亏损外，其他

地区都实现了汇总盈利。江苏、河南、湖南、辽宁摘掉了上

年亏损的帽子，实现扭亏为盈。

（六）资产负债率下降，资产结构得到改善。至 2002 年

末，全国供销合作社资产负债率比上年下降 1.25 个百分点。

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13 % 。在资产结构中，流动资

产比上年同期增加 83.13 亿元；在负债结构中，流动负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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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减少71.56 亿元。

二、深入开展调研工作，推动企业改制

按照总社三届三次理事会提出的要求，各级供销合作社

财会部门集中精力和人员，深入开展“以产权多元化改造社

有企业”为主题的调研工作，在调研中坚持深入最基层，直

接听取干部和职工的意见，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

以产权多元化改造社有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直接推动了社有

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造步伐。从调研的情况看，全国供销合作

社54 035个独立核算单位，已改制23 466户，改制面达到

43 % 。其中棉花企业改制面为 27 % ，农资企业改制面为

35 % 。改制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公司制企业、合作制企业

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企业大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但人

员得到了妥善安置，债务包袱也得到了有效处理，经济效益

明显提高。

三、继续做好社员股金的清理整顿工作

按照国发 [1998] 126 号文件要求，继续做好社员股金

清理整顿和与之相关的政策协调、答疑工作。经过三年多的

努力，全系统清退违规社员股金已达 80 % 以上，股金总额

降至2002 年末的 84.81 亿元，社员股金清理整顿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江苏、山东、河南、广西、重庆、四川、湖南

等几个重点省区的股金清退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基本实现了

平稳过渡，一些省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采取有力

措施帮助供销社筹集兑付股金的资金来源，有力地促进了社

员股金清理整顿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积极落实财务挂账处理政策

从 1999 年起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审计署、人民银行

牵头，农发行、农行和供销总社参加，联合组织开展了对供

销社 1993 年以来新增财务挂账进行清理核查、审核汇总、

分类确认、研究处理意见等工作，于 2001 年 8 月将清理核

查结果及处理意见联合上报国务院。按照2001 年 10 月《国

务院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精

神，2002 年 7 月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

署、全国供销总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部

门共同制定下发了《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

处理问题的通知》，至此，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完成了

极为关键的阶段性工作。为做好财务挂账处理政策的落实工

作，总社在 8 月召开的全国供销合作社财会工作会议上，对

财务挂账的分解落实、具体处理政策以及相关财务问题进行

了专门的培训和布置，并于当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财政

部等七部门 <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

题的通知> 的通知》。此项工作正在各地政府的领导下有条

不紊地组织实施。

五、跟踪管理国家储备商品和财政专项补贴资

金使用情况

为保证国家储备（储存）商品任务的完成，保证财政补

贴资金的专项使用，开展了调研和跟踪监督检查管理工作。

一是对国家储备棉花 2001 年的利息费用补贴进行了审核；

二是专项检查了低氟砖茶研制经费的使用情况、低氟砖茶研

制工作进度，保证资金专项使用，保证专项补贴的研制工作

能够完成；三是对国家储备（储存）商品财政补贴资金申

请，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供销总社、农发总行

关于对部分国家储备商品补贴实行就地审核监督的通知》规

定，实行财政补贴申请就地审核监督。

六、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一是制定了供销合作社系统会计基础工作评审办法。为

了进一步促进供销合作社系统会计基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建立良好的会计工作秩序，不断提高财会工作质量，总

社制定下发了《供销合作社系统会计基础工作评审暂行办

法》，极大地促进了各地供销社财会部门重视和加强会计基

础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及时、准确、全面反映供销合

作社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断提高财务信息质量，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认真做好 2002 年度会计决算工作。

按照财政部的文件要求，结合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实际情况，

及时研究布置了供销合作社系统 2002 年度会计决算工作，

制定下发了《关于做好 2002 年度会计报表汇编工作的通

知》。同时，为了便于年度决算工作的顺利进行，积极同财

政部协商沟通，研究解决了供销合作社系统会计报表软件同

财政部年度会计报表软件的接口问题，并对各地供销合作社

会计报表编制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三是认真做好电讯月报

编报和布置工作。为适应供销合作社企业深化改革的需要，

及时补充和完善了月份会计报表的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审

核监督工作，确保会计报表报送质量。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  丛山执笔）

烟草行业
财 务会计工作

2002 年，烟草行业财务会计工作认真遵守国家财经政

策和法规，努力夯实会计基础，进一步发挥财务管理在企业

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加强财务审计队伍

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推行行业预算管理，建立资金结算中心

（一）以建立成本、费用预算为突破口，推行全面预算

管理。2002 年，制定了《烟草行业企事业单位预算管理试

行办法》。各省级局（公司）结合本地实际，相继成立了预

算管理委员会，分别制发了各省范围内行业的预算管理办

法，并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和管理制度，同时，督促和指导

下属地市级分公司和企业成立预算管理委员会。大部分省已

经建立省与省以下两级行业预算管理体制。

（二）以推进资金（管理）结算中心的建立为重点，加

强资金集中管理。在行业内重点抓了资金管理（结算）中心

的典型经验推广工作。6 月，在山东组织召开了行业资金管

理现场工作会，推广山东、安徽、四川等省成立资金管理

（结算）中心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行业内一些省级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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