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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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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组织、建立责任制度”的原则，

采用全面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以 2001 年 12 月

31 日的会计资料为基础，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各地对所属

尚未实施新《企业会计制度》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或占主

导地位的有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限责任公司，以及实

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执行新《企业会计制度》的调

查测算。全省共对2 166户企业进行了调查测算，发现资产

不实和潜亏挂账金额 164 .48 亿元，预计资产损失金额

228.43 亿元，所有者权益由测算前的 740.93 亿元减少到测

算后的 366.47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正数的企业户数由测算

前的1 837户减少到测算后的1 567户。测算工作得到省政府

的肯定。

山东省会计管理工作会议在潍坊市召开

三、强化会计电算化、会计基础和会计人员三

项管理

（一）加大会计电算化管理工作力度。①草拟了《山东

省会计电算化发展规划》。②完善了会计电算化初级网络考

试系统。2002 年全省有 4.7 万人次参加会计电算化初级知

识培训和考试，合格3.63 万人，合格率为 78% 。③研究开

发制定《山东省计算机会计信息标准》。④省直评审确认了

406 家单位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评审通过了 7 家商品化财

务软件。

（二）加大会计基础工作管理力度。着重开展了会计内

部控制制度建设、单位依法建账、强化会计中介咨询服务市

场管理等工作。省财政厅草拟了《关于加强内部会计控制建

设的意见》，指导、帮助、监督企业建立会计内部控制制度。

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贯彻《山东省会计账簿监管暂行办法》，

有4 个市全部实行账簿监管管理。同时，严格会计咨询服务

机构的管理，规范会计咨询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到年底，

全省已批准设立 126 家会计咨询服务机构，促使企业依法设

账，规范了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业务行为，会计基础工作

逐步走向规范化。

（三）加大会计人员管理工作力度。①继续积极稳妥推

进会计委派制改革试点，探索会计集中核算与集中支付相结

合的改革试点，在乡、镇、自然村推广村账乡管改革。到年

底，全省试点单位达19 377个。②全省为38.63 万人换发了

新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同时，筹备 IC 卡管理试点工作，

在制定管理办法、开发管理软件、制定收费标准等方面做了

准备工作。③改进日常管理工作制度。由过去一年一次集中

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改为一年办理四次，对办理调动手续的

随到随办，为会计人员及时提供服务。④组织会计从业资格

考试。重新修订了《会计基础知识》、《财经法规》、《会计实

务》、《考试学习指南》等考试教材，修订了《考场规则》、

《监考守则》、《考试违纪处理规定》等管理制度，设立标准

考场，集中封闭命题，集中统一阅卷。全省有27 881人报名

参加考试，合格16 031人，合格率为57.5 % 。⑤完成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任务。对各培训点的办学资格条件、培训规模、

教学管理、考试制度实行备案、质量抽查、年度重新确认等

管理制度，编写了全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用教材，统一举

办师资培训班，完成了全省 50 多万名会计人员年度继续教

育工作。采取委托办学方式，举办 4 期高级（总）会计师研

习班，培训人员 800 多人。⑥省财政厅配合省人事厅认真组

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教材征订发行，参与

考务管理，顺利完成 2002 年度山东考区的各项工作。全省

初级合格人数6 906人，合格率 23.08% ，中级累计全科合格

人数9 612人。⑦组织高级会计师评审。研发了高级会计师

评审信息管理系统，评审中坚持对弄虚作假人员实行一票否

决，建立了资格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机制。2002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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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有2 507人参加考试，1 500人参加评审，1 046人取得高级

会计师、财税高级经济师资格。

四、山东省会计学会、山东珠算协会工作

省会计学会制定了《会员管理暂行办法》、《会费管理暂

行办法》、《会计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暂行办法》、《齐鲁珠坛编

辑、出版、发行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等管理制度。批准成

立省地勘会计分会。组成由省财政厅厅长张昭立为团长的

68 人代表团赴香港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在加强

会计监管、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方面

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交流论文12 篇。

山东珠算协会 6 月举办了全省珠算技术暨珠心算技术比

赛，参加人数比历年都多，比赛规模比历次都大，比赛成绩

比历次都好，有 15 人次打破全省记录。8 月组队参加全国

比赛，取得个人第 5 名、集体二等奖的成绩。承办了中国珠

算协会算理算法专业委员会年会，交流论文60多篇。

（山东省财政厅供稿  冯桂华  解正湖  张恒心执笔）

青岛市会计工作

2002 年，青岛市会计工作紧紧围绕财政工作中心，勇

于探索，敢于创新，在做好日常会计管理工作的同时，抓住

重点，展现亮点，攻克难点，突出检查，开展调查，进一步

推动了全市会计事业的发展。

一、全面推行会计集中核算制试点

（一）在市级机关全面推进会计集中核算试点。

1.市级机关会计中心正式启动并成功运行。为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平衡部门利益，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青

岛市委、市政府把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作为 2002 年的一项重

点工作，责成青岛市财政局、纪委、监察局等部门通力合

作，在年内将所有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纳入会计集中核

算。5 月，青岛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对市级机关事业

单位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会计集中核算的通知》，要求年底

前全市所有一级预算单位必须纳入会计集中核算；6 月，成

立了青岛市市级机关会计中心，首批纳入 43 个行政事业单

位，标志着青岛市会计集中核算工作正式启动；11 月，全

市 143 个行政事业单位全部纳入会计中心。

2.市级机关会计集中核算试点工作的主要特点。①将

所有财政拨款的一级行政事业单位全部纳入会计集中核算，

在全国同等城市中尚属首例。②会计核算软件和信息网络建

设有鲜明特点：一是建立了完善的会计中心与市级机关事业

单位和财政内部之间会计信息传递、查询网络体系；二是研

究开发了单位备用金核算软件；三是电子报账系统正在研究

开发。③制度建设工作成绩突出。先后修订和完善了会计中

心会计核算制度、内部稽核、审计制度、单位报账规则等制

度规定。④会计集中核算为国库集中支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和平台。在实际运行中，充分考虑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需

要，为实现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的过渡和衔接奠定

了基础。

（二）市辖 13 个区、市全部实行了会计集中核算。截至

年底，青岛市辖 13 个区、市全部实行了会计集中核算。各

区、市设立会计核算中心 13 个，在岗业务人员 170 人，集

中核算单位608 个，占应进单位数809 个的75.15% 。

二、组团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

青岛市财政局认真组织好青岛代表团的参会工作，要求

参会代表以这次大会为契机，全面了解当今世界会计行业发

展的最新趋势，进一步推动青岛市会计管理工作再上新台

阶。参加本次大会的青岛市代表团共有 18 人，财政局副局

长崔慰任团长，由会计管理部门有关人员、企业集团财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中介机构负责人及有关高校会计方面的专家

教授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青岛海洋大学的徐国君

教授在分组会上介绍了三维会计等最新会计理论研究成果，

得到好评。

三、建立“一网一线一报一刊”信息发布制度

青岛市有 2 万多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有 10 万多会计人

员，会计信息的传统发布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为提高工作效率，加强与各单位的沟通和联系，便于会计

人员办理各种会计事项，青岛市财政局决定在原有会计信息

发布渠道的基础上，建立“一网一线一报一刊”信息发布制度。

即：青岛会计信息网（w w w .finance.qingdao.gov.cn），青岛会

计信息服务热线（16862111），《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会》杂

志。

四、继续大力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

2002 年，青岛市继续大力开展《会计法》执法情况检

查。执行专项检查单位 594 个，其中行政、事业单位 332

个；股份有限公司68 个；国有企业 58 个。全年予以行政处

罚的单位 52 个，其中给予警告处分的单位 18 个，给予罚款

处分的单位 34个，维护了《会计法》的权威。

五、组织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调研

为配合财政部修订《注册会计师法》，青岛市财政局组

织人员深入各会计师事务所，就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会计

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调研，历时 3 个月，撰写了《关于青岛市注册会计师行

业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得到为修订《注册会计师法》专

门到青岛调研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等部领导的肯定；同

时，还获得了青岛市政府法制办调研成果一等奖。

六、抓好日常会计管理工作

（一）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一是 2002 年新发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1.4 万个，累计发放14.11 万个；全年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年检数 9 万个。二是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考

4 408人，实际参考3 380人，实考率 76.68% ；考试合格

1 835人，合格率 54.3% 。三是结合《会计法》和新制度、

新准则，组织编写了《会计基础知识》、《会计法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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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3 本共计 30 余万字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培训教材。

（二）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2002 年报考

22 910人，其中：初级10 657人，中级12 253人。实际参考

16 620人，其中：初级6 866人，中级9 754人。考试结果：

初级合格1 491人，合格率 22% ，中级1 930人，合格率

20%。

（三）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下发了《关于2002 年高级

会计师资格考试及报送评审材料有关问题的通知》，细化、

量化了高级会计师评审条件。2002 年，申报高级会计师人

员 108 人，笔试合格98 人，评审通过 58 人。历年累计 715

人。

（四）组织开展业务知识培训。举办外商投资企业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后新旧制度衔接培训班 12 期，共培训

3 000多人；《企业会计制度》培训 3.5 万人，《会计法》培

训5 000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培训1 200人，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前辅导8 300人次，注册会计师考前辅导3 000人

次。

（五）设立《企业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联系点。为保证

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法规的贯彻实施，在全市集

团公司、市直主管部门设立了 8 个联系点，及时反馈了制度

执行情况、会计改革和会计管理方面的信息。

（六）会计电算化管理工作。一是做好电算化初级资格

培训考试工作。为提高电算化应用水平，对电算化培训教材

在版本和内容更新上进行了修订，全市共有2 300人通过考

试取得合格证书。二是本着审核与服务并重的原则，全年对

100 个以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单位进行了验收。

（七）代理记账机构审批和管理工作。市财政局和市工

商局对代理记账机构的审批和年检采取前置核批办法，代理

记账机构应先到财政部门核批和年检后，才能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和年检。2002 年，共审批代理记账机

构31 家，历年累计115 家。年检代理记账公司 96 家，其中

83 家通过年检。

（八）积极组织《企业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调研。发放

调查问卷3 000份，收回有效答卷1 026份。其中：股份制企

业92 份，占全市 92 户股份制企业的 100 % （含上市公司 8

份）；外商企业931 份，占全市2 246户外商企业的 41% 。撰

写了《关于青岛市 <企业会计制度> 及相关会计准则执行情

况的调研报告》。

（青岛市财政局供稿  张伟执笔）

河南省会计工作

2002 年，河南省会计工作以宣传、贯彻《会计法》为

重点，在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探索会计体制改革，组织会计从业资格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推动会计电算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有重点地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

2002 年，河南省各地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会计法》

执行情况检查工作。一是和财政监督、审计、税务等部门联

合行动，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二是以离任审计的方式，

对《会计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如安阳等地财政部门会同

审计部门对离任领导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对审计和检查

中发现的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调账、补税；对违反

《会计法》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并对有关单位责任人给

予行政处分；对无证上岗会计人员，限期考取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否则调离工作岗位。2002 年全省检查1 217家单位，

接受行政处罚的有 548 家。通过 2001、2002 两年的检查，

较好地规范了企业的财务会计行为，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会计

信息失真的局面。

二、稳步推行会计委派制工作

2002 年，河南省在前几年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实际，

继续进行深入扎实的会计委派工作。到年底，已有焦作、新

乡、许昌、南阳等 4 个省辖市的市直机关开展了会计委派工

作，建立了会计核算中心，实行了市本级会计集中核算。全

省有 90 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会计委派工作，

绝大多数实行了会计集中核算，委派会计人员6 000余人，

涉及单位近1.2 万个。大部分的乡镇建立了会计工作站，对

乡直单位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对行政村实行村账乡监（理）。

焦作市对 21 户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或行业委派了财务总

监，监管了138 个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

为保证会计集中核算工作的顺利实施，省财政厅会计处

直接抓有关市、县、乡的会计委派制改革试点工作，多次召

开座谈会交流经验，并经常进行调研，监测会计委派制试点

中出现的各种动向，以便及时进行纠偏和指导。各市、县财

政部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在认真学习会计制度的基础

上，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制定本级会计集中核算

的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与会计委派制度相适应的配套措

施；二是在建立会计核算机构时，精心挑选会计人员，并做

好上岗前的培训工作；三是认真进行会计核算机构办公场所

的选址和设施的配备工作；四是重视与会计委派制有关的各

项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委派会计人员的选拔任（聘）用制

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轮岗制度、继续教育制度、业务考

核制度、奖惩制度等；五是明确各有关方面的职责，及时做

好票据收付、财务处理、资金拨付和单位资金变动情况的通

报工作，保证了单位工作正常运转；六是充分发挥会计人员

的监督作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有关财

政、财务、会计制度，认真审核单位的报账凭证是否符合有

关规定，开支是否符合预算科目和预算进度，单位审批是否

符合报账程序，确保了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七是妥善处理会

计集中核算与单位的关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切实为被委

派单位服务。

三、贯彻落实《会计法》，做好建账监管工作

2002 年，河南省继续将建账监管作为强化会计工作秩

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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