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继续加强人员培训，促进人员知识结构的优化与

更新，不断提高员工素质。

（三）科学、严格的进行考核评价，积极调动员工工作

的积极性、创造性。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供稿

  郭 菲  吴振荣执笔）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财务会计工作

2001 年，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简称集团公司）财

会审计部围绕集团公司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中心任务，

改进财务管理，改善集团公司基础财务状况，推进集团公司

的总体发展，提出集团公司财务工作的总体任务。2001 年

集团公司完成经营目标，工业总产值 185 亿元，同比增长

15.08% ；实现销售收入 355.71 亿元，同比增长 18.93% ；

80 户工业企业补贴后盈利企业 49 户，同比增加 6 户；盈利

额1.47 亿元，同比增长166.36% ；亏损企业31 户，亏损额

6.1亿元，同比下降 4.31% ；产销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总体经济运行有所好转。

一、做好支持结构调整的财务工作

在结构调整工作中，认真贯彻国家各项方针政策，为实

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兼并破产、军民分线、一、三产开

发、军品生产能力调整及逐步剥离移交企业办社会职能等做

了大量基础工作，协同计划、人劳、产品开发等部门积极采

取各项有关政策，为改善经营环境、减轻债务负担、推动扭

亏解困做出了积极努力。

（一）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破产工作的财务支持力度。

2001 年有 10 户企业列入破产计划，及时足额地争取破产经

费是做好破产工作的关键。认真研究国家有关破产政策法

规，了解和掌握破产企业的负债情况，逐户逐项反复测算，

根据财政部文件的规定制定了集团的费用具体测算办法和方

案。同时进行了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组织 10 户破

产企业资产、财务、人劳等部门对本企业工伤费用、人员安

置、养老医疗保险、拖欠费用等情况落实，形成了 120 万

字、24 册的基础材料，并编制破产费用报表上报财政部。

（二）加强军品生产能力调整经费管理。完成军品生产

能力调整方案的财务审查工作，在企业调整经费使用情况进

行了重点抽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经费管理办法，落实

了全部调整经费，并对经费实行专户管理、规范核算，确保

专款专用。

（三）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要求，

完成了成员单位产权重新占有登记和换发新的产权登记的工

作。结合集团公司分离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制定

了《集团公司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基本规范》、《集团公司改制

内部操作规范》，转发了国土资源部《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

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办法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

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企业国有资产与财

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督促集团公司成员单位严格执行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支持集团公司成员单位的改制及各类资

产处置工作。2001 年完成了 100 余项资产评估的立项及结

果确认工作。

二、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工作

（一）2001 年编制财政资金预算，按照财政部预算管理

规定请领财政资金，并按预算进度组织资金及时安全地拨付

集团公司成员单位。

（二）进一步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制定下发了《集

团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基本规范》，并根据基本规范，设计预

算管理报表系统软件，召开试编预算布置会议，对成员单位

预算编制人员进行了培训。在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实施过程

中，重点跟踪部分单位的实施情况，以总结经验，突出重

点，逐步完善。

（三）编制集团公司总部 2001 年预算，重点是现金流量

预算和投资预算。并着重明确预算责、权体系，建立规范的

内部运作程序和规范的预算工作秩序，既保证工作效率，又

防止因内部职责不清而产生的运作风险。组织收入，严格控

制预算支出，确保总部年度预算收支平衡。

三、强化资金集中管理

（一）推进以现金流量为重点的资金管理工作，制定了

资金周转考核指标。强化应收账款管理，督促不良资产的变

现处理，进一步清理银行账户，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清理小

金库；重视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组织全系统的出纳人员培训

班，通报主要金融风险案例，强化资金管理各环节的风险防

范意识及责任制度。

（二）建立并严格执行担保管理制度。制定了《担保偿

贷基金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对成员单位的担保资金用

途进行了跟踪检查，以确保按贷款用途专项使用，并保证资

金安全。

四、抓好价格管理工作

（一）推广目标成本管理，交流经验。调研企业目标成

本管理、比价采购、工程预决算等成本管理的基础上，专题

召开了成本管理现场经验交流会。成员单位交流成功的管理

经验，开拓了视野，明确成本管理工作目标。

（二）研究军品生产能力调整后的成本核算和定价问题。

为适应集团公司军品生产能力调整工作对财务影响，召集部

分保军单位对军品生产能力调整后的成本核算和定价进行课

题研究。主要通过对军品生产能力调整前后成本费用核算的

分析对比，分析军品生产能力调整对现行军品价格管理的影

响程度及主要原因，为集团公司研究中央保军政策、采取国

家财政支持提供理论依据。

五、强化审计监督

以审计质量为重点逐步完善审计责任制度，开展审计复

查工作，并进一步强化审计队伍建设。审计范围扩大，审计

力度增强，2001 年组建了75 个审计工作组，对 128 个成员

单位进行了 225 项各类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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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2001 年实现全面审计，包括决算真实性审计、

总部决算同步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建设项目审计、决算真

实性审计的复审、破产资金使用情况审计和其他专项审计。

根据审计发现的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规范和明确，并对问

题突出的进行查处。

（二）坚持内审外审相结合。加强与社会中介机构的合

作，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人员的水平。借鉴中介机构规范的

审计程序和审计方法，结合内审的要求，制定出《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基本规范》的通知。

（三）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与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合起来

同步进行，避免了重复审计，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对重点企

业的重点问题实施跟踪审计。组织全系统 88 人参加的为期

2 周的建设项目审计培训班，提高了建设项目财务管理和审

计水平。

六、强化财会人员队伍建设

（一）配合人事劳动部进行总会计师的考核和委派工作，

建立了总会计师档案。2001 年集团公司向成员单位委派 13

人，坚持了总会计师定期述职报告制度，召开了委派总会计

师座谈会，对委派制进行讨论和总结，并就存在的具体问题

进行了研究处理，为全面推行总会计师委派制度打下了基

础。

（二）制定印发了《关于财会审计部进一步改进工作作

风的有关规定》，对财会审计部首接责任制、重点工作催办

制度、AB 岗位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工作质

量与效率。

（三）强化会计人员的业务建设，有效组织了各类业务

培训和集团公司总部财务审计人员的继续教育。组织了成员

单位新会计制度培训班3 期，培训计 400 人次；组织了成员

单位出纳人员培训 2 期，培训 106 人次；组织了集团公司审

计人员培训；组织了集团公司总会计师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培

训。
（四）在《会计法》执行检查工作中，集团公司在各成

员单位自查的基础上，完成了 36 户单位的重点检查，并积

极整改。同时，为规范企业会计行为，逐步完善集团公司会

计信息体系，不断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全面准确反映集

团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制定下发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统一会计政策，规范会计信息暂行规定》，保证会计信息口

径的一致。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供稿

  唐金全执笔）

石油化工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01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石化集团）紧紧围绕效益、成本、

投资、减员分流目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外拓市场，内

降成本，努力夯实各项财会基础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

财务目标和工作任务。

一、经济效益实现预定目标

2001 年，石化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 436.62 亿元，

同比减少176.41 亿元，下降 4.88% ；实现利润170.86 亿

元，同比减少 60.19 亿元，下降 26.05% ；实现净利润

24.66亿元，同比减少34.87 亿元，下降 58.58% ；实现利

税总额504.45 亿元，同比减少 54.65 亿元，下降 9.77% 。

其中：石化集团控制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股份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 043.47 亿元，比上年下

降5.76% ；实现利润 216.51 亿元，比上年减少 16.52% ；

石化集团非上市部分（以下简称非上市部分）实现销售收入

1 144.81 亿元，同比增加 94.51 亿元，增长 9% ；亏损

45.59 亿元，扣除财政退返所得税补贴 50.13 亿元，实际亏

损95.72 亿元，同比增加 25.6 亿元，亏损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消化减员费用50.04 亿元和进一步调减了关联交易收入。

二、成本费用基本得到控制

2001 年，石化集团在规范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工作的同

时，加强了对成本费用预算执行情况的跟踪、检查、分析、

控制和考核。各企业也按照集团公司的要求，普遍加大了成

本费用控制力度，通过细化、量化成本项目构成，分解落实

内部责任单位和责任部门的任务，使各项成本费用基本得到

控制。

股份公司全部成本费用2 727.35 亿元，其中：主营业

务成本 2 379 亿元，营业费用 125.37 亿元，管理费用

150.26 亿元，财务费用36.39 亿元，勘探费用36.33 亿元。

全年实现降本增效 22.81 亿元，比年初降本增效目标 21.9

亿增加0.91 亿元。非上市部分全部成本费用1 274.88亿元。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1 046.83亿元，营业费用 18.87 亿元，

管理费用 176.67 亿元，财务费用32.51 亿元。总成本费用

同比降低14.3 亿元，实现了同比降低1.55% 的目标。

三、资金与债务管理工作有所加强

石化集团根据重组改制后企业管理体制的变化，上市部

分和非上市部分实行了不同的资金管理办法。石化集团公司

针对非上市部分两级法人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制定下发了

《集团公司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自 2001 年起在集团公司内

部全面推行了资金预算管理和银行借款规模控制制度。集团

公司定期召开非上市单位资金预算工作例会，平衡资金收支

情况，适时调整集团总部和非上市单位的资金收支计划，在

此基础上从严核定非上市单位银行借款控制规模，规范银行

借款和对经济业务担保的报批程序和手续。各企业在资金预

算和借款控制规模范围内，认真做好资金、债务管理工作。

到2001 年末，集团总部及所属非上市企业长短期银行借款

余额为809.35 亿元，其中集团总部441.60 亿元，非上市单

位合计 367 .75 亿元，均控制在集团公司的年末银行借款控

制规模之内。2001 年，集团公司总部及各非上市企业为推

进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工作的顺利开展，共筹措并支付减员分

流资金148.52 亿元。

股份公司对各分、子公司的资金进一步加大了集中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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