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是在对全行固定资产管理和核算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的基础

上，修订了《中国银行闲置固定资产处置办法》，加大了对

闲置、非生息资产的处置力度。

（四）规范采购评审管理，提高透明度。在总结以往采

购评审实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银行采购评审

工作操作暂行办法》、《海外机构大额采购管理办法》、《中国

银行总行采购项目后评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对《中国银行

尽职调查小组的工作规程》进行了细化，规范了采购评审程

序，使评审工作更加透明有效，更具可操作性。

（五）全面修订出纳制度，加强现金管理。在充分收集

各下属行意见的基础上，对《出纳制度》及《出纳业务操作

规程》进行了全面补充和完善；为有效监控全行的本外币现

金备付率及外币现钞进出口变动情况，建立了本外币库存现

钞基础数据统计表、集中点分行外币现金调运统计表制度，

强化了对全行库存现金的管理，压低了库存限额，提高了资

金使用效率。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

度

一是通过新一代会计系统的升级、推广，在西南、西北

中心实现了会计数据的区域逻辑集中，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

量提供了系统保障。二是为进一步规范全行合并会计报表的

编制工作，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及国内监管部门颁布的相关会

计制度，制发了《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合并会计报表管理办法

（试行）》，为提高全球报表信息质量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

2001 年中银香港集团完成重组后，参照国际惯例，结合中

国银行自身的业务特点，对 2001 年度财务报表的格式进行

了改进，细化了报表附注内容，增强了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

度。

四、顺利完成信息大集中模式下的首次年终决

算工作

2002 年度，中国银行首次在区域中心模式下对年终决

算数据进行集中加工处理。为确保 1 月 2 日正常对外营业，

总行、分行及信息中心紧密配合、通力合作，讨论并明确了

年终决算财会工作注意事项、决算流程、各业务系统与会计

系统停止联机时间等问题，克服诸多困难，顺利、圆满完成

了决算工作，为 2003 年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开端。

（中国银行财会部供稿  井胜军执笔）

中国建设银行
财务会计工作

2002 年，中国建设银行财务会计工作以“提高信息质

量、防范会计部位风险”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规

范会计核算，健全内控机制，强化会计机构管理，提高员工

队伍素质，在整治会计信息、制度建设、基础工作管理、加

强内控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明

显成效。这一时期统计部门并入会计部门是改革的一大特

色，成了会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提高信息质量为目标，全面加强各类报

表的编审与管理工作

（一）加强对会计报表的编报及审查工作，切实提高报

表质量。一是把好 2001 年会计决算编报和年报关，确保及

时上报和准确披露；二是加强日常报表的审查与分析工作，

保证各类报表数据准确无误；三是加大对分行报表情况的考

核力度，多次下发会计报表编报情况的通报，对分行报表编

报情况进行考评，有效地促进报表质量的提高；四是开展了

2001 年度现金流量表试编工作，为下一步完善现金流量表

编制工作奠定了基础；五是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信息披露与

国际接轨问题，为建设银行未来上市做好准备。

（二）加大对统计监管报表的管理力度，提高统计信息

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①下发《关于确保贷款五级分

类数据与总账数据一致的紧急通知》，确保了 CM IS 贷款五

级分类数据与总账数据的准确一致，有效地贯彻了人民银行

关于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要求的精神。②修改下发了

《中国建设银行统计工作考评办法》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账

传输运行管理办法》，使统计报表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③对各分行 2001 年度及2002 年前三季度总账传输、综合统

计报表、人行季报等编报情况进行了考评，有效地促进了各

分行统计报表质量的提升。④制发《统计基本制度》、《统计

业务操作手册》及《2002 年国有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报表

报告书》，为分行统计工作提供了规范的业务指导。

（三）抓好报表清理工作，为基层行减轻报表负担。为

贯彻总行党委提出的“关于规范报表管理、减轻基层行报表

负担”的指示精神，中国建设银行下发了《关于清理各部门

报表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报表管理的通知》及《关于

停止报送有关报表的通知》。经过两个阶段的清理工作，共

减少报表 80 余种，大大减少了分行报表的工作负担，圆满

完成了报表清理任务。

二、以强化宣传监督、内控为手段，切实提高

会计核算质量和防范风险能力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会计法》，提高基层行依法经

营、依法核算的观念。首先，组织了全行《会计法》征文活

动，将其中的优秀文章推荐在《建设银行报》上发表，扩大

了宣传力度。其次，与计财、工会等部门组织了《会计法》

暨财会知识竞赛活动，历时 4 个半月，有效地宣传了《会计

法》，大大提高了全行依法经营的观念。

（二）组织实施会计重点检查，规范全行会计核算与管

理工作。根据年初工作安排和《中国建设银行会计检查制

度》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在 8 月对天津、福建、宁波、安

徽、江西、青海、宁夏、广西、西藏等 9 个分行的 30 个会

计机构实施了会计检查。通过加大会计监督力度使分行会计

核算水平稳步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明显增强。

（三）强化内控制度约束，有效控制和降低会计操作风

险。①建立有效的会计内部控制体系。在深入分析和研究建

设银行现行内控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会计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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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框架，起草了《建设银行会计业务内部控制指导性

意见》，为健全会计内部控制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②狠

抓会计稽核工作，将防范和化解会计风险落到实处。稽核工

作是落实会计内控制度的重要手段，建设银行在充分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制发了《关于加强当前稽核管理工作的指导性

意见》，明确了分行会计稽核工作方向。③及时查清了部分

分行案件事故情况，并针对发案原因和风险防范与内控机制

存在的漏洞，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将资金损失降

到最低程度。

三、以完善制度为跟进措施，进一步规范会计

各项业务操作

（一）起草了《中国建设银行会计基本制度》征求意见

稿，对 1993 年以来的会计核算基本规定进行了重大调整，

进一步适应会计工作迅速发展和多种系统并存的现状。

（二）研究编写《会计业务操作手册》，保证了会计核算

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对于规范业务操作、提高会计信息质

量、防范会计部位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配合全行业务发展和金融创新，不断调整和规范

部分业务的核算规定。2002 年，总行会计部先后制发了

《关于调整非剥离贷款债转股和抵债资产会计核算有关问题

的通知》、《关于调整经营证券业务会计核算规定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关于调整、增设部分会计科目及统计指标的通

知》以及《关于工程机械担保贷款会计核算及信贷统计项目

调整的通知》等，有力保障了业务的如期开展。

（四）不断完善会计管理制度，先后制发了《中国建设

银行会计工作差错责任认定暂行办法》、《关于加强会计内部

控制加强案件防范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对账工作提高对

账效率的通知》等制度，有效地防范了会计部位风险。

四、以科技为依托，加快会计信息技术应用建

设步伐

（一）开发外汇会计网络处理系统项目。该项目是依托

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综合网络而开发的外汇会计核算系

统，它将使全行信息得到有效的集中，为全行实现本外币会

计核算一体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该项目已完成开发，预

计2003 年 10 月在全行推广应用。

（二）积极参与研发数据集中项目。此项目是建设银行

的核心业务处理系统，是总行党委作出的重要的战略计划，

会计部作为业务牵头部门，投入大量的人力参加项目的开发

工作，2003 年将进入测试阶段。

（三）开发、推广应用会计综合管理软件。根据会计管

理的需要，总行会计部研发了会计综合管理软件，于 2002

年11 月在全行启动上线。该项目不仅解决了有关会计管理

报表及资料的规范上报问题，而且解决了部分稽核自动对账

问题，大大提高了风险防范能力和会计管理工作效率。

（四）完成总行信息站二期改造项目，提高了账务信息

查询的速度、使用率和灵活性。该项目引进了商业智能工具

实现了数据深层次分析、挖掘，实现了部分栏目信息资源全

行共享。

五、以会计基础工作为出发点，注重抓好队伍

建设及素质教育

（一）做好调查研究，了解基层行会计工作实际。先后

5 次派调研组深入基层行进行实地调研，对基层行会计工作

的现状、业务处理存在的问题及会计人员混岗操作、人员编

制不到位、劳动组合不合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完成了

多篇有价值的调研报告，为制定相应的会计政策积累了资

料。

（二）稳步推进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基础工作建设。在

多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国建设银行会计机构、

人员管理办法》，为推进会计机构改革及人员建设奠定了基

础。

（三）组织会计人员业务等级考试，对会计人员实行等

级规范管理。为逐步实现全行会计人员等级规范管理，建设

银行编写了专门教材并于 2002 年 11 月再次组织全行近 15

万人参加考试，为今后全行会计人员等级管理奠定基础。

（四）举办多期业务培训班，提高会计队伍业务素质。

全年共举办 4 次业务培训班，10 次业务讲座，培训各类会

计人员 500 多人次，使全行会计、统计队伍整体业务素质进

一步提高。

（五）建立了有效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先后出台了

《会计部内部若干管理制度》、《会计部员工考评实施细则

（试行）》等内部规定，既保障了广大员工的根本利益，又激

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初步建立了良好的会计家园文化。

（中国建设银行会计部供稿  皇甫荔执笔）

保险行业财务会计工作

2002 年，保险行业财务会计工作以完善财务核算基本

职能、提高财务决策管理功能、加强财务监管制度建设为重

点，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对提升保险业经营和监管水平，

促进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保险业的财务会

计和财务监管工作在加强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提高财务管理

效能、防范保险业偿付风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在分业改革和股份制改造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2 年，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等综合性股

份制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的要求，先后完成了产寿险分

业经营，产寿险业务分别由新设的产险和寿险 2 个子公司经

营。在分业改革中增资扩股、资产划分、评估、审计、税收

等环节，出现了大量的新的财务会计问题。公司的财务人员

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分业中的各项工作，保证了分业改制

的顺利进行。同时，对于在分业完成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

题，做好各种准备和应对措施，保证了分业改革和集团公司

成立后的财务工作以及相应的业务活动能够适应新的集团公

司—专业子公司的组织架构。

根据国有金融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化解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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