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人数23 241人（中级职称14 818人、初级职称8 423人）。

其中：初级职称合格1 432人，合格率 23.38% ；中级职称，财务

管理合格2 196人、合格率 37.05 % ，经济法合格3 088人、合格

率45.72% ，中级实务Ⅰ合格1 440人、合格率 20.39% ，中级

实务Ⅱ合格2 708人、合格率39.81% 。2002 年度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的资格证书发放工作于 11 月完成。此

外，9 月组织了 200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天津

考区）报名工作，全市报考人数共计23 100人。

3.做好会计职称评审工作。根据天津市职称工作办公

室统一部署，10 月组织了全市 2002 年度会计专业高级会计

师评审工作。申报高级会计师 123 人，评审通过 80 人，其

中：50 岁以上10 人，40 至50 岁35 人，40 岁以下的35 人，

通过率 65 % 。同时，还组织了机关分流人员的会计初中级职

称评审工作，17 人被评为会计师、1 人被评为助理会计师。

4 .开展以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和内控制度为主要内容的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为贯彻落实《会计法》关于加强会计人

员教育和培训、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的规定以及朱镕基总理

“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要求，9

月举办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和内控制度师资培训班，在全市

掀起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和内控制度培训热潮，据统计，

2002 年全市共有107 858名会计人员参加了职业道德和内控

制度的培训。

（五）继续抓好会计基础规范化和会计电算化工作。

组织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情况的调查。为做好《天津市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实施细则》的修订工作，进一步推动会计

基础规范化工作的开展，深入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今晚

报社等单位进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情况的调研。

继续抓好会计电算化工作。2002 年，在进一步做好会

计电算化的咨询、管理和服务的基础上，重点抓好会计电算

化初级、中级知识培训工作，进一步普及了会计电算化知

识。据统计，2002 年全市参加会计电算化培训的会计人员

共有9 538人，其中初级8 214人、中级1 324人。

（六）积极推进中华会计函校学校工作。

2002 年天津市中华会计函校学校组织各种类型的培训

累计参加人数1 580人。举办中级电算化培训班 15 期，培训

人数560 人。组织电算化考试 150 场，参考人数10 435人，

合格9 538人，合格率为 91 % 。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前

培训共计8 610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前培训共计3 885

人。与北京中华会计网校合作，完成了 2002 年注册会计师、

会计初（中）级职称考试网上辅导报名工作，共报名 260 门

次。

二、会计理论研究工作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会计学术活动。2002 年，天津市

会计学会研究确定会计科研课题 15 个、会计科研项目 5 个；

举办以会计诚信、税收筹划、全面预算管理等为主题的 8 场

大型会计学术报告会；组织召开了2002 年会计学术研讨会，

编印了《会计学术论文集》；召开了会计准则、内控制度、

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等 9 次小型会计专题研

讨会；组团参加了 2002 年度北方省（市、自治区）会计学

会学术研讨会第 20 次会议，向大会提交会计学术论文 3 篇；

向中国会计学会选送优秀会计学术论文 4 篇，向市社科联选

送优秀会计学术论文2 篇。

（二）提高会计学术刊物质量。2002 年《天津财会》共

编发各类文章 133 篇，全年的发行量为4 550册。将原来的

16 开本改为国际流行开本，调整了栏目，设计了具有时代

特色的封面；加强了刊物发行的基础管理工作，同时增强质

量意识，严格组稿、选稿、审稿等各环节的工作规范。

（三）积极发展会员，组织文体活动，服务会计人员。

2002 年，天津市会计学会共发展团体会员 2 个、个人会员

27 人；组织了对所属分支机构的年检复查，32 个分支机构

通过年检，6 个分支机构被注销；走访有关分会，了解会员

单位的工作情况，指导分会开展工作；组织编印《会计学会

工作简报》，促进会计学会的工作交流与开展。此外，天津

市会计学会会计图书资料中心建立了全部藏书的目录检索

卡，完善了借阅、阅览等制度，全年共接待会计人员和院校

学生710 人次。

（天津市财政局供稿  温朝霞执笔）

河北省会计工作

2002 年，河北省会计工作继续深入开展《会计法》执

法检查，整顿会计秩序，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和会计人员管

理，贯彻统一制度和新会计准则，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被财政部评为全国会计管理工作一等奖。

一、继续贯彻《会计法》，开展重点检查，整顿

会计秩序

河北省将《会计法》检查工作制度化、经常化，2002

年重点检查 587 个单位，抽调 607 名检查人员，查出各类较

大问题 603 个。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检查质量、规范检

查程序、完善资料管理。唐山市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为负责人的领导机构，邯郸市在《邯郸日报》和《邯郸

晚报》刊发了公告和宣传材料；二是严格执法、加大处罚力

度，全省共查出白条入账3 000万元；多列和少列资产 1.1

亿元；虚增或虚减利润近9 000万元，各市行政处罚拟罚款

354 万元。沧州市查出违纪金额逾千万，罚款近 6 万元，保

定市对10 户单位罚款 50 万元；三是强化了对违纪人员的处

罚、处理，全省查出任用不合格会计人员 114 人。

二、积极参与和组织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的制定、培训和贯彻工作

省财政厅召开多次研讨会，征求会计理论界、实务界和

管理界人士对财政部陆续出台的非营利组织、终止经营等会

计制度、准则及一系列内控制度的意见和建议。认真组织对

新制度、新准则的培训，分别举办了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新企

业会计制度、新会计准则培训班、高级会计师培训班和在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的会计管理师资培训班，培训各类会计

人员、会计管理人员 630 多人，全省全年共培训财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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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万人次。保定市年内举办新制度新准则培训班 245 期，

培训会计人员超过 3 万。及时转发了财政部下发的金融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证券基金等会计制度、准则和核算办法，做

好会计制度、准则的贯彻实施工作。鼓励国有企业执行新会

计制度，下发了企业执行新制度、新准则的调查问卷，提出了

企业在执行新制度方面遇到的难点问题并反馈财政部。

三、强化会计基础管理工作

（一）组织全省会计基础规范交流展示会。省财政厅选

拔了32 户优秀单位，2002 年 12 月分 3 个组赴 11 个市交流

展示，近 10 万名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会计人员参观

了展览。秦皇岛市举办了全市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展示交流

活动，参展单位15 家，5 000多人观摩学习。

（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的检查、指导。对省统计局、

省企业工委、平安保险公司等省直和中直单位的会计基础工

作进行了检查和指导。将单位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和健身

活动等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情况，列为从源头治理腐败的重要

检查内容，贯彻省纪检委关于制止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和

健身活动的要求。全省有 3.4 万个各类单位实现了规范化，

其中年内达到规范化的单位4 400个。

（三）做好会计电算化工作。各级会计管理部门认真组

织全省的会计电算化培训工作，全年共培训 2 万人次。加强

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的验收工作，全省全年验收单位 721

户，全省累计实现电算化单位达2 600余户。省财政厅完成

了中级电算化教材的编印、中级电算化考试软件开发和考试

题库建立工作。

四、加强会计人员管理工作

（一）组织了 2002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

作。全省报名参加考试45 596人，比上年减少6 974人，其

中参加中级资格考试15 679人，出考率为64.8 % ，参加初级

资格考试15 094人，出考率为 70.4% ，5 469人通过了中级

考试，3 966人通过了初级考试。一是加强巡视工作狠抓考

风考纪，选派 99 名省级巡视员，加强巡视力量，全省共清

理查处替考等违纪作弊人员 127 人。二是完善硬件设施，推

进考试考务工作现代化。省财政厅为 11 个市配备了扫描读

卡一体机，使考务工作更加规范、科学，采用网络版阅卷系

统，提高阅卷质量和速度，减少了差错率。

（二）安排部署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及日常管理工作。重

新修订了会计证统一考试培训教材，起草了《河北省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已经财政部批准执行 。组织了全省

2002 年度会计证考试工作，8 351人通过了考试，取得了从

业资格证书。全年有 3.5 万会计人员取得了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完成了 2003 年换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软件调试、证书

印制、操作人员培训等筹备工作。

（三）组织了 2002 年度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省财政厅

重新调整了高评委，组织了破格人员答辩，修订了评审量化

指标。全省有 333 人通过了评审，对材料弄虚作假者作了一

票否决处理。

（四）组团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按照财政部

统一部署，河北省代表团组成以省财政厅巡视员张保生为团

长的 70 人赴香港参加世界会计师大会，严密组织，严格要

求，代表们认真听取朱镕基总理和项怀诚部长讲话，参加各

个国家的大会论坛，遵守大会纪律和外事纪律，圆满完成了

大会的各项任务。

（五）继续开展会计委派工作。省财政厅对上海、浙江、

深圳等地的财务总监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写出

了《关于上海等地委派财务总监情况的调查报告及对我省的

启示》。起草了《省属大型企业委派财务总监实施方案》和

《省属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实施意见》研究报告。

河北省财政厅举办全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展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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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继续大力深化预算改革

河北省积极推进预算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省财政厅构

建了河北省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及技术规范标准体系，研究制

定了包括 47 项制度和四方面技术规范标准的建设规划，完

成预算管理基本制度、部分程序性制度和预算资金管理制度

等17 个制度及5 个技术规范标准。全面提高省级 2003 年部

门预算编制水平。省财政厅按照新的预算管理制度和技术规

范标准，改进了省级部门预算编报内容、程序和文本格式，

强化了项目决策论证和效益评价，调整了全额事业单位的误

餐费政策，适度提高了困难全额事业单位的正常公用经费水

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单位间的不均。积极推进市县预算改

革。省财政厅对市县推进预算改革进行了部署，深入市县调

研、督导，提供表格、文本、定额等样本和软件，给予技术

支持和服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和促进了市县改革。

到年底，市级部门预算改革均达到了规范要求，138 个县

（市）绝大部分进行了部门预算改革，全省预算改革不断深

化。

六、会计学会和珠算协会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

动，推进会计理论发展

一是承办北方会计学会学术研讨会。省会计学会在秦皇

岛市组织承办了以 “会计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的第 20 次北

方会计学会学术研讨会，来自 22 个省市会计理论界和会计

实务界的 100 余名代表参加研讨，收到论文 51 篇并编辑成

册。二是省珠算协会在河北电视台组织了省会少儿珠心算电

视表演赛，三次在河北电视台一套节目播放。武万亮教授提

交中国珠算协会算理算法专业委员会的《欲促儿童珠心算须

抓成人练心算》，被评为一等奖。三是利用《河北会计动态》

指导和交流工作，将新会计法规制度、会计最新动态及全省

会计管理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反馈各团体会员、各级财政部

门、重点联系单位，与其他省（市）会计管理部门互通信

息，互相交流。四是配合省财政厅会计处组成课题组开展专

题调研工作，《我省执行会计法的问题和对策》、《我省单位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现状和建议》、《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中的问

题和解决意见》等6 个调研课题已具雏形。五是 1 月河北省

珠算协会组织各市珠算协会会长或秘书长等 14 人赴台湾省

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珠算学术交流活动。

（河北省财政厅供稿  许亚琴  张学军执笔）

山西省会计工作

2002 年，山西省会计工作围绕《会计法》和《山西省

会计管理条例》的贯彻实施，按照年初提出的《加强会计管

理工作确保会计信息真实的意见》，加大执法检查、继续教

育等工作力度，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被财

政部评为全国会计管理工作一等奖。

一、强化会计监管，有重点地开展执法检查工

作

2002 年，山西省对律师事务所、专职工程造价机构、

房地产评估机构、土地评估机构、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七大类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了重点检查。

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和会计信息质量。全

省共抽调 433 名检查人员，组成 135 个检查组，重点检查了

789 户单位。其中：社会中介机构 140 户，行政事业单位

396 户，国有企业 91 户，股份有限公司 40 户，其他单位

122 户。截至年底，重点检查的外围工作已经结束，进入对

案件的处理阶段。

通过检查，查出有 175 户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法违

规行为。主要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

随意改变会计处理方法，虚增利润，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

涉及违法违规的金额 6 309.86万元；无证上岗会计人员 115

名；未办理账簿监管的单位 61 户；会计机构负责人不符合

任职资格的 21 人；应设未设总会计师的单位 11 户。截至年

底，已对单位罚款22.5 万元；拟对单位罚款 36.6 万元；对

单位负责人罚款 6.7 万元；辞退会计人员、调离会计岗位、

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 3 人。同时，对 2001 年查出的问题经

过反复核实做出处罚。全省各级通报了 62 户单位，对 109

户罚款70 余万元，没收非法所得 5.2 万元，补交税金 53.7

万元；辞退会计人员和调离会计岗位 10 人，吊销会计从业

资格证 1 人，警告会计人员 7 人，罚款处理 9 人，计 1.6 万

元。

二、拓宽新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

2002 年，山西省把财政部新出台的制度准则作为继续

教育的重点内容，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搞多种形式的继续教

育。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及兰州、贵州等地的财会院校合

作，对377 名高、中级会计师进行了省外培训。各级也因地

制宜开展了培训，共培训会计人员68 200人。

三、重视调研，反馈意见

在及时转发新发布的会计法规制度的同时，山西省按照

财政部的安排，重点对新《企业会计制度》及相关会计准则

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全省执行新制度的企业和单位有：

18 户上市公司，30 户未上市股份公司，213 户会计师事务

所，110 户资产评估事务所和 80 户税务师事务所。调查中

发现，新《企业会计制度》落实积极性不够高的原因有三

点：一是一些企业认为若执行新制度，将使盈利变为亏损；

二是认为实行新制度后企业利润减少，而税收因纳税调整因

素并未减少，企业得不到实惠；三是国有企业执行新制度需

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企业嫌麻烦。对调查结果分析汇总

后，及时上报了财政部。对财政部拟出台的内部会计控制规

范等准则、制度的征求意见稿，山西省按照要求，以下发文

件、印发意见表、组织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组织各市地财政

局、部分大中型企业结合实际讨论研究，及时反馈真实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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