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通过审核，通过率达94.14% ；共有2 219户企业办理产

权年检，统计表明，参加产权登记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总额达

2 437.88亿元，较同期增长11.89% ；资产总额达2 376.2亿

元，较同期增长1.1 % ；国家资本应享有权益达1 582.47亿

元，较同期增长18.8% 。

六、探索内审有效形式，发挥审计帮促作用

2003年，共完成审计项目23 622个，审计调查项目209

个，协助有关部门查处案件 50 件，提出建议和意见5 557

条，被采纳5 065条，查出损失浪费金额9 847万元，促进增

收节支49 482万元，查出违规金额117 939万元，为降低企

业成本费用、增收节支、查错纠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

了帮促作用。

（一）经济责任审计趋于规范，对干部的监管作用逐渐

增大。先后出台了《烟草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关于加

强烟草行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根据四部委联席会议的

精神，还建立了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初步形成了经

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基础性规范。同时，各省审计部门根据本

地实际情况，也建立和完善了有关制度、办法。在抓好审计

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全行业共开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848

个。审计人员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肯定被审单

位法人的工作成绩，对存在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改进意见，对

界定经济责任、促进干部履行职责和廉洁自律发挥了较好的

作用。企业负责人对经济责任审计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二）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力度加大，降低工程造价效果

突出。为确保固定资产投资的真实性、合法性，保证工程质

量，降低工程造价，全行业大力开展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云

南省烟草审计部门按照关口前移、起点介入、全程监控的原

则安排工程造价审计，将工程建设全过程处于审计监督之

下。

（三）经济合同、物资采购审计普遍开展、关口前移和

事中监督作用明显。2003 年，全行业共开展经济合同审计

和物资采购审计15 432个。审计部门在物资招标前、采购付

款前介入，实现了由事后监督到事前把关，有效地节约了企

业经营成本，减少了费用支出。

（四）加强后续审计工作，促进审计成果利用率提高。

针对行业存在的对审计意见和决定落实不力的问题，全行业

开展了审计意见和审计决定落实情况的专项调查，清理未落

实的情况，督促企业建立审计回访、检查制度，提高审计成

果利用率。

七、开展各种培训，提升人员素质

2003 年，举办新会计制度培训班、电算化中级知识培

训班、审计准则培训班、行业内审工作统计表软件和网络知

识培训班、行业国有资产管理培训班共 11期，培训财务审

计人员近2 000人。各省级公司财务审计部门与当地高等院

校联合举办财务审计培训班，以及开展财会基本知识培训和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为提高队伍素质起到了促进作

用。
（国家烟草专卖局财务审计司供稿  严剑秋执笔）

供销合作社

财务会计工作

2003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进一步

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得到夯实，财会队伍的素质继续提高，

财会工作呈现出新的局面。

一、经济效益稳步增长

（一）利润总额再创新高。2003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

统（以下简称全系统）汇总实现利润 42.3 亿元，同比增长

47.5% 。这是自2000 年以来全系统连续第 4 年实现汇总盈

利。其中：盈利企业利润额 53.6 亿元，同比增长 25.2% ；

亏损企业亏损额11.3亿元，同比下降 20% 。全系统亏损面

为14.3% ，比上年下降 3.2 个百分点。在全系统 42.3 亿元

的利润总额中，县以上企业实现利润 41.4 亿元，同比增长

44.5% ，占系统利润总额的 98% 。其中：棉花企业实现利

润 14.5 亿元，同比增长 80.6% ，占系统利润总额的

34.4% ；农资企业实现利润 4.7 亿元，同比增长 72.2% ，

占系统利润总额的11.1% 。

以省为单位，全国除云南、甘肃两省大幅减亏外，其他

地区都实现了汇总盈利。利润总额超亿元的有山东、浙江、

上海、新疆、新疆兵团、江苏、安徽、河南，盈利大户山

东、上海、浙江 3 省（市）的利润总额都在 5 亿元以上。

2003 年各地供销合作社经济效益进一步好转，说明深化改

革的效果开始在经济效益上体现出来，供销合作社企业通过

改制、重组、破产、兼并、拍卖、托管等措施，消灭了一部分

亏损源，为供销合作社经济效益的持续好转创造了条件。

（二）基层社经营状况继续改善。2003 年基层社继续保

持盈利，实现利润总额8 708万元。全国基层社亏损面比上

年下降 2.9个百分点。从全国看，基层社整体不亏损的有河

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20 个地区。其中广东、上海、四川 3 省

（市）基层社经营状况相对较好，利润总额在1 000万元以

上。

（三）农资企业经济效益稳定增长。2003 年，全国供销

合作社农资企业实现利润 4.7亿元，同比增加2亿元，增长

72.2 % 。根据全国汇总会计报表反映，2003 年全国供销合

作社农资企业毛利率仅为 4.28% ，比上年下降 0.75 个百分

点。2003 年，化肥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市场机会较难把握。

面对多种不利局面，各地供销合作社农资企业积极转换经营

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通过抓资源、抢市场，开展连锁

经营等办法，使农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保持在 60% 以上，

好的地方达到 70 % 以上。年底，全系统已建立农资连锁企

业830 个，连锁经营网点 2.3 万多个，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站稳了脚跟。

（四）棉花企业深化改革，抢抓机遇，经济效益大幅攀

升。2003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棉花企业实现利润 14.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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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80.6% 。棉花企业的亏损面比上年下降 3.7 个百

分点。一方面，棉花企业继续深化改革，体制和机制进一步

理顺，企业竞争力增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

稳步发展和棉花减产带来的供需矛盾加大，棉花市场求大于

供的矛盾突出等原因，2003 年全国棉花市场出现了多年未

有的大涨价，不少供销合作社棉花企业抓住了市场行情变化

的机遇，在棉花经营中获利丰厚。棉花价格的上涨和卖方市

场是2003 年棉花企业效益大幅度提升的重要原因。

（五）克服非典等不利因素，销售收入保持增长。继

2002 年遏制住销售收入连年下滑的势头后，2003 年全系统

销售收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实现销售收入3 645.9亿元，

同比增长15.3% 。其中：县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 050.8

亿元，同比增长 18.3% ；基层社实现销售收入 595 亿元，

同比增长2.1% 。农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906.5 亿元，同比

增长11.7% ；棉花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795.6 亿元，同比增

长27.2% 。全国 32 个报表汇总单位中，有25 个单位销售

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六）资产运营效率有所提高，财务状况进一步好转。

2003 年，全系统资产财务状况进一步好转，体现为资产总

额增加，负债总额减少，所有者权益总额增加，资产负债率

下降，资产周转率加快，资金利用效率有所提高。截至年

底，全系统资产总额比上年增加 70.6 亿元，所有者权益比

上年增加116.2亿元。全系统资产负债率比上年下降 2.2 个

百分点。全系统总资产周转率由上年的 0.65 次提高到 0.74

次，流动资产周转率由上年的0.95 次提高到1.07次。

二、加强社有资产管理工作

随着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供销合作社企业

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运营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社有

独资为主体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在被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

制、股份合作制企业所取代。针对社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起草了《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这个办法从社有资产的管理原则、管理体制、

产权管理、资产运营、资产收益、绩效评价和管理责任等方

面作出了新的规定，将对全系统的资产管理及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供销合作社企业改制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落实财务挂账政策推动减债减负工作

根据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和理事会的要求，各级供销

合作社财会部门把减债减负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9 月，

在厦门召开的全国供销合作社财会工作会议上，就财务挂账

和减债减负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交流了经验。此外，各地

在减债减负和解决亏损挂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系统通过

置换职工身份、以资抵债、抵债回购、加大清欠力度、盘活

存量资产、依法破产以及争取优惠政策和资产重组等办法，

累计实现减债减负760 多亿元。

从2003 年落实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关于解决供销合作

社财务挂账的政策情况看，中央政策性亏损挂账基本得到落

实，但地方政策性财务挂账落实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四、制定经营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为对各地供销合作社经济效益的优劣作出客观、全面、

合理的评价，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总社）财会

部在征求各地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供销合作社系统经营

绩效考核暂行办法》，考核内容包括获利能力、资产营运能

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具体指标包括净资产收

益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利润增长率、销售增长率和资产负

债率五项基本指标以及利润总额和减亏总额两项辅助指标。

根据该办法，总社对全系统 2003 年度经营绩效考核优胜单

位进行了表彰。

五、加强社团财务管理工作

根据总社对所属的全国性协会的改革要求，制定了《社

团财务管理制度》，并建立了会计报告制度。按照财政部关

于行政事业单位 2003 年度会计决算的统一要求，布置了 7

家全国性协会的年度会计决算工作，将社团财务和会计工作

的管理纳入正常管理范畴并逐步加以规范。

六、提高财会队伍整体素质

为提高全系统财会队伍整体素质，9 月在海南举办了供

销合作社系统财务管理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重要会计政

策在日常会计核算中的运用与分析；改制企业规范运作及企

业改革过程中的相关会计核算问题；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通

过培训，提高了系统财会人员应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的能力，推动了系统财会队伍素质的提高。

七、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一是按时完成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2002 年度会计报

表会审和编报工作；二是修改制定并布置了全系统 2003 年

度会计决算报表和2004 年主要财务指标月报表；三是认真

做好日常会计报表汇总和财务分析工作；四是对全系统会计

电算化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五是开通了供销合作社系统会

计报表报送专用电子信箱。根据总社印发的《供销合作社系

统会计基础工作评审暂行办法》，对2002 年度会计基础工作

优胜单位和财务分析优胜单位进行了表彰。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供稿  丛山执笔）

农业财务会计工作

2003 年，农业财务工作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

农业工作会议、财政工作会议的部署，围绕全年工作重点，

调整思路，在改革、规范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抓落实，取得了

新进展。

一、加强预算资金管理

（一）扩大预算规模，突出预算重点。2003 年，农业预

算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一是预算总规模达到108.95 亿

元，比上年增加 14.95 亿元，增幅达15.9% ；其中基本建

设资金 46.18亿元，同比增长24.62% 。二是基本支出预算

增幅较大，达到34.84 亿元，同比增长15.73% 。三是年中

追加数量较大，为49.76 亿元，占全年预算 45.6%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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