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1亿元，同比增加182 亿元。支持粮食企业收购粮食3 139

亿斤，同比增加 682 亿斤，其中国有粮食企业收购2 476亿

斤，同比增加177 亿斤。

为积极推动粮食产业化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2006 年 2 月，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下发

了《关于支持粮食产业化经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通知》。10 月，又下发了《关于印发重点支持的粮油产业化

企业名单的通知》，从各地上报的2 687个粮油产业化龙头企

业中，筛选审定了1 212个作为第一批由国家粮食局和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共同重点支持的企业，在粮食收购、基地建

设、技术改造等方面提供贷款支持，逐步建立起信贷资金支

持粮食产业化发展的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粮油产业化发展。

截至2006 年底，农发行共发放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505.53

亿元，同比增加344 亿元。

三、加强资产监管，妥善安置企业富余职工

2006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的通

知》，对继续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和

措施。国家粮食局积极落实相关财务政策，加强对各地国有

粮食企业改革工作的指导，进一步规范企业改革改制行为，

认真做好改制企业的国有资产评估和清产核资工作，禁止借

改革之名，将国有资产低价转让，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确保

国有资产安全。指导各地积极探索粮食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

和监管的有效形式，确保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妥善处理好

有关政策的衔接，千方百计筹措改革资金，做好企业富余职

工的分流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截至 2006 年底，全国国有

粮食企业职工总数为 94.85 万人，与粮改初期的 1998 年底

相比，分流职工 235.75 万人，减员幅度达到71% 。1998 年

至2006 年累计安置富余职工再就业 114.37 万人，占分流职

工的49% 。

四、加强对粮食风险基金的监管

2006 年，配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对粮食风险基金的使

用政策进行研究，增加了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资金，使对种

粮农民直接补贴资金达到 142 亿元，其中 13 个粮食主产省

（自治区）126.8 亿元，均占本省（自治区）粮食风险基金

的50% 以上。对农民补贴政策的顺利实施，调动了农民种粮

积极性，促进了农民增收和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2006 年，

我国粮食生产在2004 年和2005 年增产的基础上，粮食产量

达到9 949亿斤。

五、国有粮食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06 年，国家粮食局进一步加强粮食行业财会指导，搞

好粮食财务信息统计工作，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座谈会等方式，分析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财务盈亏情况，以及粮食财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

提出扭亏增盈的具体意见和措施，促进扭亏增盈工作的顺利

开展。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实行目标考核，狠抓各项

政策措施落实，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山东、江西、湖

北、湖南、云南等省建立了减亏增盈考核指标和按月通报制

度。2006 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亏损总额为29.75 亿元，比上

年减亏67.64 亿元，减亏幅度达69.45% ；与 1998 年粮改初

期比，减亏328.6 亿元，减幅91.7% 。亏损额是近十年来的

最低水平。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四川 12 个省（直辖市）实现了

盈利，其中北京、江西、山东、湖南4 个省（直辖市）实现

了全行业盈利。

六、规范行业会计核算

2006 年，为配合粮食企业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实现新旧会计制度的顺利接轨，经财政部

同意，国家粮食局下发了《关于印发 <关于粮油有关业务会

计处理的规定> 的通知》，对粮食企业所涉及的一些特殊性

粮食业务的核算进行了必要补充，督促指导粮食企业在实行

新制度、新办法过程中，做到账务不乱，核算规范。同时，

还加强了粮食财会队伍建设，委托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举

办了4 期粮食财会人员培训班，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

部分大中型粮食企业的财会人员进行了培训，进一步提高了

全国粮食财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2006 年，在做好粮食行业财会指导工作的同时，还加强

了部门预算资金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建立健全财务考核办

法和内控机制，认真开展内部审计，进一步规范财务收支行

为，为推动各项粮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粮食局财务司供稿  邓亦武

  罗文娟  马 明执笔）

烟草行业财务会计工作

2006 年，烟草行业以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 57 号文件精

神为主线，认真履行财务管理、资产监管各项工作职责，在

理顺产权关系、清产核资、加强内部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理顺产权，明确责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根据国务院57 号文件规定，烟草行业要建立母子公司

体制，中国烟草总公司履行出资人权利，承担烟草行业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2006 年全行业围绕资产划转认真做好

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理顺产权关系。2006 年上半年，各级财务部门按

照财政部的批复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理顺烟草行业国有

产权实施方案》的要求，精心组织、按时保质地完成了烟草

行业产权划转基础工作，使总公司下属企业的 3 557 亿元的

国家资本和权益得以顺利上划下投，基本建立了行业上下的

资产纽带关系，为进一步理顺行业管理体制、推进和深化烟

草行业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开展多元化经营企业清产核资。为了确保上划资

产质量真实可靠，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开展烟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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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经营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和《烟草行业多元

化经营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方案》要求，从主业的对外投资和

往来款项清理入手，全面开展多元化经营企业清产核资。通

过这次清产核资，进一步摸清了全行业国有资产的家底，比

较全面地掌握了行业多元化投资基本情况和经营状况，为下

一步加强对多元化企业的整合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创造了条

件。

（三）制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制发了《中国烟草总公

司国有资产管理试行办法》，对有关产权基础管理、资产使

用、资产处置、产权转让、对外投资、捐赠赞助等方面作出

明确规定，明确了各级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的权利和责

任，各级公司也陆续制定了实施细则，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提供了制度保证。

二、加强预算、监控资金，规范生产经营秩序

2006 年，全行业认真落实国家局内部监管历次会议精

神，根据《烟草行业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的实施意

见》，全面加强预算、资金、成本费用和烟叶等方面监管，

取得较好的实效。

（一）以预算管理为主线，加强日常财务管理监督。各

单位根据企业改革和业务流程的变化，充分发挥各级预算管

理委员会的作用，修订预算管理制度办法，细化预算编制，

加强预算考核，进一步增强了预算管理的意识。在企业重组

的过程中，各省级公司都通过预算管理这条主线，牢牢掌握

生产经营的规范运行，为行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

要作用。

（二）以监控资金运作为重点，加强资金风险管理。针

对资金管理的突出问题，省级公司以防范资金风险为中心，

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资金预算审批制度，强化对下属

企业的资金监控，确保资金的安全完整；不少省级公司还开

展经常性的银行账户清理，从源头上堵住资金漏洞；对资金

进出大的主要环节，完善大额资金审批程序和内部控制制度

建设；各单位都加强了对烟叶结算资金的监控，对交易情况

异常的成员单位进行了督促，确保了烟叶结算纪律的严肃

性，使烟叶结算资金的安全性和合法性程度得到了提高。

（三）规范烟叶生产投入行为。协调财政部出台了允许

烟叶生产投入在费用中列支的政策，解决了困扰烟草行业多

年的烟叶生产投入没有列支渠道的问题。根据国家局烟叶生

产投入补贴实施意见，烟叶产区的各级烟草财务部门也普遍

加强了关于烟叶生产投入和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制度建

设，加强了对资金使用核算的日常检查和管理，规范了烟叶

产前投入补贴的标准及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的申

报、审批、拨款和实施环节的管理，进一步规范了烟叶生产

经营秩序，为树立烟草行业“富农利农”的良好社会形象做

出了贡献。

（四）加强成本费用控制。针对审计中反映的突出问题，

严格执行工效挂钩政策，规范了三员工资列支渠道；针对企

业超产行为，严格成本费用核算，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成

果，有效遏制了企业当期销售跨期核算的问题。

三、完善制度，统一代码，夯实会计工作基础

一是编制完成了《烟草行业卷烟商业企业物流费用管理

办法和核算规程》，为商业企业规范物流管理、控制物流成

本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二是制订并统一了行业的会计科目

及代码，使全行业的核算基础工作得到了切实加强，会计政

策的统一也在逐步实施。三是加快了全行业统一财会管理信

息系统的步伐，开展了相关内容的前期准备工作。在 2005

年完成《卷烟商业企业财会管理信息系统基本需求》的基础

上，2006 年又完成了《卷烟工业企业财会管理信息系统基

本需求》的内容，包括会计核算、预算管理、自动生成报

表、财务业务一体化、财务分析、在线审计、合并会计报表

等模块。加强了统一财会管理信息系统的组织领导，并在领

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积极推进工作。

2006 年各省级公司和工业公司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过程

中，基本实现了本系统内会计政策、核算科目、核算内容和

核算口径的“四统一”，满足了总分厂多点生产经营管理和

地市级公司独立经营主体的工作需要。在取消县级公司法人

资格后，为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从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资金

运作程序角度，省市级公司也进一步加强了县级营销部和烟

站的财务管理和相关基础工作。

四、加强学习，提升素质，适应行业改革需要

一是各级各单位重视会计人员后续教育，普遍加强了财

务会计的专业知识培训，业务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二

是国家局举办了6 期财会人员会计知识培训班和4 期电算化

中级知识培训班，省级公司和工业公司根据新出台的财务通

则和会计准则，也加强了对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了基

层财会人员的财会和信息化知识水平。三是加大自学成才力

度。许多财务人员为跟上行业改革发展的步伐，在原有学历

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积极深造，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使行

业中高级会计人员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财务队伍的整体素质

和地位不断提升。各级领导更加注重对财务干部的培养，加

大了财务干部跨领域、跨部门轮岗交流锻炼力度，在行业涌

现出一批综合型财会人才，推进了全行业总会计师队伍的建

设。为加强对基层企业的财务管理，一些省份也积极探索母

子母分公司体制下实行会计委派制，增强了财务人员履行职

责的独立性，调动了基层财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财务人

员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国家烟草专卖局财务管理与监督司供稿

  严剑秋执笔）

国家中医药管理系统
财务会计工作

2006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务会计和预算改革管理工

作按照财政部确定的各项财务、会计和预算改革措施，从严

落实各项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财务会计工作的科学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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