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会计理论研究工作

2002 年，厦门市会计工作者在《经济研究》、《会计研

究》、《审计研究》、《财务与会计》、《财会通讯》等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 66 篇；出版著作 11 部；课题研究方面，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两项、以及教育部重

大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

员会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一项。

（厦门市财政局供稿  王建平执笔）

江 西省会计工作

2002 年，江西省会计工作以围绕和服务于全省经济建

设和财政工作这个中心，深入贯彻实施《会计法》，健全会

计工作标准，强化会计监督管理，完善会计管理基础工作，

努力实现会计管理现代化，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促进会计

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深入贯彻落实《会计法》，加大执法力度

（一）认真做好《江西省关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宣传、培训工作。江西

省于2002 年3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为了加强对《办法》

的宣传、培训，推动全省会计工作依法行政，首先，省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省财政厅在南昌联合举办《办法》

师资培训班，邀请江西财大教授进行专题讲座，省直及设区

市共计 140 人参加了为期 3 天的培训；其次，各设区市及时

贯彻执行，全省 11 个设区市都举办了学习《办法》的培训

班，并纳入2002 年会计人员后续教育课程和课时；再次是

利用广播电视媒体等向社会宣传。

（二）继续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的重点检查工作，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各级财政部门会同监督机构继

续开展了《会计法》执行情况的重点检查，对造假账、账外

账，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等违法、违纪问题，本着事实清楚，

定性准确，宽严适度的原则进行了严肃处理。2002 年，全

省共有 232 个单位因会计违法违纪而受到经济处罚。

二、认真抓好两项工作

（一）组团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推进会计国

际交流。省财政厅对参会工作十分重视，组成了以省财政厅

巡视员盛世课为团长的 41 人参会代表团，认真做好代表团

的报名、资格审查以及办理参会代表的各项赴港手续；做好

分代表团的参会和后勤保障工作；积极交流，圆满完成了会

议的各项工作，积极做好会议的学习、传达和贯彻工作。

（二）做好注协行政职能的交接工作。根据财政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的意见》和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终止委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通

知》，江西省财政厅制发了《关于终止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行

使行政管理职能的通知》，于 2002 年 12 月底省注册会计师

协会的各项行政职能已顺利交接。

三、会计委派制工作

江西省会计委派制工作，继续按照中央和江西省的要

求，遵循积极稳妥，逐步推进原则，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加大了会计委派制的委派力度，进一步推进会计委派制试点

工作。到年底，江西省组织开展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单位共计

7 366个，其中新试点单位1 450个。

四、会计基础工作

（一）会计从业资格管理。①认真做好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的发放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办法> 的通知》和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江西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的

补充通知》等文件的规定，认真做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发

放、变更、年检等管理工作。到年底，江西省全年新发放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共计61 762个，累计192 191个；全年通过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年检38 580个；全年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14 个，累计 146 个。②认真做好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考试工作。2002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组织了全省统一

考试，全省 11 个考区共有7 006人参加考试，合格6 235人，

合格率为89 % 。

（二）会计电算化管理。①根据财政部《关于大力发展

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意见》和江西省实施《办法》的要

求，为配合江西省金财工程的逐步实施，省财政厅下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江西省会计电算化事业的通知》。到年底，江

西省参加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人数 1.7 万人，其中 1.5 万人

考试合格获得初级会计电算化合格证书。②在做好会计电算

化考试工作的同时，认真做好省直单位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

的监管工作，2002 年省直单位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的有 12

个单位。

（三）会计人员继续教育。①各级会计管理部门十分重

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强化后续教育力度，充分利用社

会各种教育资源，积极组织单位会计人员参加后续教育。②

将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的内容确定为：《江西省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会计法> 办法》、会计人员诚信教育、内部控制制

度，同时组织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教授编写了后续教

育讲义，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适应了广大财会人员

后续教育的需要。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教育资源，省会计学

会、中央企事业单位会计学会、中华会计函校、省人才培训

中心等单位按照分工要求，广泛地开展培训。全省61 097人

参加了培训，提高了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

（四）会计函授教育。①到年底，江西省中华会计函授

学校共有 11 个分校，84 个函授站，专职教师 505 人，兼职

教师337 人，在校生 75 人。②江西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在

学历教育生源贫乏而无法开拓高等学历教育的情况下，函授

教育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大力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到年

底，在函授学校接受继续教育的会计人员共18 110人。其中

省直4 629人。③继续做好教学和学籍管理工作，及时办理

学生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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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及高级会计师评审

工作

（一）认真完成 2002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

为了强化考务管理，明确责任，根据江西省与全国会考办签

订的责任书，江西省会考办与全省 12 个考区签订了责任书，

并在报名宣传、资格审查、试卷保管保密、考试的组织管

理、阅卷登分等环节做了更加严格和细致的工作，圆满完成

了2002 年度的考试工作。中级报考人数18 524人，两年滚

动合格2 825人；初级报考人数20 670人，实际参考15 830

人，合格3 421人，合格率为21.6% 。

（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增加透明度。与南昌市

968、168 信息台联系，向考生公布2002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和考生成绩；积极配合省人事厅做好考试

合格人员的发证验印工作。在全省 2002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成绩公布后，对提出查询试卷的 401 名考生及时组

织人事、财政、监察部门对试卷进行认真的查阅、复核。

（三）认真做好高级会计师评审管理工作。①改变评聘

结合的传统模式，实行个人申报、社会评价、单位聘任、政

府指导的评聘分开管理体系，并制定了《江西省会计专业高

级会计师资格条件》。②2002 年度江西省申报高级会计师共

91 人，其中：申报正常晋升 82 人，申报破格晋升 9 人。根

据省人事厅统一部署，省会计系列职改办对申报人员的材

料，逐一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核，通过答辩和高评委评审，共

确认 60 人具备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其中：正常晋升 54

人，破格晋升6 人。

六、会计学会工作

（一）认真参加江西省社联组织的政治理论研究和课题

研究活动。按照江西省社联印发的标准化管理规范学会的日

常工作要求，批准同意成立了江西省企事业单位会计学会。

（二）加强会计理论研究。2002 年 2 月，江西省会计学

会针对会计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搞了五个方面的征文活

动，共收到论文上百篇，从中选出 5 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派出 6 名代表前往江苏省参加东南地区会计学会第 17 次学

术交流会议。8 月，组织会计学会人员赴四川省学习，还组

织了会计账簿监管等内容的专题调研。

（江西省财政厅供稿  盛世课  吴亚平  邓帅平执笔）

山 东省会计工作

2002 年，山东省会计工作深入贯彻《会计法》和《山

东省实施 <会计法> 办法》，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以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主线，促进工作重点向会计监管转变、

工作方式向市场化要求转变、工作目标向提高服务质量转

变，在推动会计工作法制化、基础工作规范化和会计管理现

代化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促进了全省会计工作的健康发展。

一、努力营造会计工作社会、法制和管理环境

（一）营造会计工作社会环境。坚持“宣传与教育并用、

监督与管理并举、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工作原则，借助新闻

媒体、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的力量，采取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班、高级（总）会计师研习班、专题采访、公益广告等

多种形式，重点面向各级领导、各单位负责人和广大会计人

员，开展会计法规制度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同时，组

织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打击会计造假行为。营造了重

视、关心、支持会计工作的社会氛围。

（二）营造会计工作法制环境。2002 年 7 月 30 日，省

政府制发《山东省总会计师管理办法》。省财政厅制定具体

实施办法和管理办法，完善了地方会计法律规范体系。营造

了会计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

制环境。

（三）营造会计工作管理环境。结合实际，积极进行会

计监管工作改革试点。在全面开展会计委派制、会计账簿监

管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淄博市实施了会计信用等级管理改

革；济南市继枣庄市之后，成立会计管理局，开展会计单

位、会计人员“双十佳”表彰活动；滨州市加强财政内部各

职能机构的协作，从会计管理与社会保障联合入手，强化会

计基础管理工作；德州市制定了民营经济会计人员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东营市组织万人参加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统一考

试。探索了新形势下会计监管的新途径和新模式，营造了规

范、高效、有序的会计管理环境。

二、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新制度新

准则执行情况调查和执行新制度测算三项重点工作

（一）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重点检查。2002 年5～9

月，全省统一组织开展了《会计法》执行情况重点检查。省

财政厅制定了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统一进行了部署和业务培

训。各级财政部门把检查工作与整顿财经秩序、完善政府会

计监管机制建设相结合，从人员、经费、办公等方面给予保

证，成立领导小组，设立巡视组、审理组、定案组等工作机

构，明确检查职责，进行业务培训，严明检查纪律，使检查

工作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会计人

员无证上岗；不按规定设置总会计师；原始凭证不合法、不

合规；不按规定使用会计科目；虚增、虚减资产、利润；偷

逃国家税收等，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要

求单位限期整改，并给予罚款等处罚。省财政厅抽调 49 名

检查人员，对省直 8 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重点检查。

（二）对新制度、新准则执行情况进行调查。每市选择

3～5 户股份有限公司，对其 2001 年度《企业会计制度》执

行情况进行调查。省财政厅统一拟定了调查问卷，召开了两

次会议进行部署和调度，全省共对 120 户股份有限公司、30

户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调查。并及时转发财政部有关文件，为

基层单位执行新制度、新准则开展业务指导。对财政部准备

出台的 3 个具体准则和 2 个核算办法广泛征求意见，将修改

意见及时反馈财政部。

（三）对新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调查测算。2002 年 8～11

月，全省统一组织开展了执行新《企业会计制度》调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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