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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民政部是国务院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

部门。主要任务包括部分社会保障工作，部分社

会行政事务管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其主要

职责包括：救灾、救济，拥军优属和退伍兵的安

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社

会福利有奖募捐，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和地

名管理，管理社会团体，管理婚姻登记、殡葬事

业，以及收养儿童、收容遣送流浪人员等工作。

从民政工作的主要职责可以看出，做好财务会

计工作很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民政对象的冷暖、

民政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第四次全国会

计工作会议召开后，各级领导和财会人员认真

学习朱镕基副总理给大会的信，民政部门的会

计工作受到广泛重视。1995 年的民政财务会计

工作，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和

经验。

一、实行财务会计的统一管理

根据民政部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的计财部门

的职责范围和民政部多吉才让部长在第 10 次

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要求，1995 年民政部在

为提高民政财务会计管理工作水平，更好地为

民政事业发展理好财、服好务，加快实行了财务

会计的统一管理，先后分别召开了有关司局和

部分省市座谈会及民政计财处长会议，并邀请

有关部委共同研究，如何协同做好财务会计统

一管理工作。

在机构建设方面，通过各地的机构改革，民

政计财机构也得到加强，全国省级民政部门除

两个地方外，均已建立了计财处，全国大部分地

区、市、州民政部门都建立了计财处或计财科，

县、乡（镇）设立了计财股或配备了专职会计。这

就为实行财务会计的统一管理提供了组织保

证。

在筹集资金方面，努力发挥计财机构统管

的作用。一是抓了统管统编预算，把民政事业各

项资金需求纳入国家预算的大盘子，使其每年

有所增长。二是集中争取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

的支持，多渠道筹集资金。1995 年全年，优抚经

费比上一年增加10.7% ，安置经费增加5.6% ，

救灾救济经费增加 10% 以上，基建经费增加

84.6% ，行政经费增加 28% ，其它专项资金也

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些经费的增加促进了民政

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资金的分配使用上，本着“统筹兼顾，重

点扶持”和“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的原则，合理

安排使用资金。基本做到了“重大开支有预算，

日常开支有标准，财务报销按制度”。在发展项

目投资的管理上，加强审核论证工作，其中，对

发达地区效益好，见效快，投资少的项目，给予

有偿扶持；对贫困地区的项目尽量给予重点扶

持和无偿照顾。这样，既缓解了基层资金的紧张

状况，促进了民政事业的发展，又加快了民政部

自有资金的周转融通，保证了资金的增值，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健全财会制度

中国福利彩票的发行工作由民政部直属事

业单位——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负责。1995

年福利彩票在全国的发行销售总量突破 60 亿

元，全国筹集福利资金18 亿多元。1995 年有 27

个省、市销售过亿元，有 43 个地市销售过 3 000

万元，有 308 个县、区、市销售过 500 万元。为加

强这方面的财务管理，1995 年民政部重点制定

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财务会计制度。

在 1995 年中，民政部计划财务司会同财政

部会计司、社会保障司，与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

财会人员一起，经 过反复研究、起草、审议，于

1995 年 8 月以民政部名义印发了《福利彩票发

行机构财务管理制度》和《福利彩票发行机构会

计核算制度》，使福利彩票发行这一特殊行业的

财会工作得以制度化、规范化。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于同时专门召集全国各地发行机构负责人和

财务负责人开会，进行贯彻这套财会制度业务

培训，并颁发了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为便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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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更好地使用这套制度，还出版发行了《中国

福利彩票财务与会计》培训书籍。这套制度于

1996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执行。

为加强社会福利资金的使用管理，民政部

在 1994 年制定了《有奖募捐社会福利金管理使

用办法》的基础上，1995 年又批转了中国社会

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有奖募

捐社会福利资金规范化管理的意见》和《“九五”

期间中募委本级社会福利资金使用工作的几点

建议》。这些规定对社会福利资金的使用管理，

从基本原则和使用方向，到操作和检查监督，都

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为加强其他各项经费的管理，规范会计核

算，民政部于 1995 年内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民政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和《民政部基

建投资建设单位管理费使用管理办法》。为提高

部属企业会计报表质量，还制定了《民政部企业

单位会计报表评比办法》。从制度上强化了财务

会计的管理工作。

三、严格财会监督

1995 年，民政部在部机关及直属企事业单

位和主管社会团体范围内，开展了两项财务监

督检查，一是清查“小金库”的工作，二是一年一

度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

在清查“小金库”的工作中，民政部及时成

立了清理检查“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

计财司工作的副部长和纪检组长亲自挂帅，并

设有清查“小金库”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从事

清查的具体工作。通过层层动员，认真部署，全

面自查和重点检查，共清理出截留，隐匿收入

21.29 万元，应交财政 8.32 万元，8 月底前已全

部如数上交。

在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中，民政部所

有直属单位都做了自查，自查率达到 100% 。民

政部大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了 7 个检查

组，对部属 22 个单位进行了重点检查，重点检

查率达到 46.8% 。通过自查和重点检查，查出

偷漏工商各税 3.15 万元。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民政部及时采取

措施，认真做好检查的整改工作。一是在检查

中，及时向各单位领导和财会人员指出存在的

问题，责令改正。二是对会计处理有争议的地

方，经上下级反复讨论，达成共识，以文件形式

正式通知调帐。三是督促各单位完善本单位财

会制度，健全财务机构，配备专职、专业财会人

员。通过检查，及时整顿了财会秩序，堵塞了漏

洞，改善了管理工作。

四、加强财会人员管理，提高财会人员素质

根据《会计法》规定，各单位财会机构负责

人的任命必经其财务主管部门批准。民政部对

直属单位财务机构负责人的任免，一直坚持审

批把关，并填表备案。在会计证的管理问题上，

民政部计划财务司一贯强调，各单位从事会计

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会计上岗证。在会计证的

发放工作中，把住质量关，对未经过任何财会培

训，不具备上岗工作的人员，一律不予发证。

1995 年经审查合格，在民政系统直属单位共发

放了 33 个会计证。

在 1995 年 10 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会计工

作会议上，民政系统的两名全国优秀会计工作

者，即，江苏省扬州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克胜同志

和部直属单位中国中福实业总公司副总会计师

乐嘉胜同志受到了表彰。民政部分管计财工作

的范宝俊副部长会见了优秀会计人员，《中国社

会报》还刊登了他们的先进事迹。从而为民政系

统树立了财会人员学习的榜样，并号召财会人

员学先进，赶先进，做好财会工作。

为提高民政系统广大会计人员的工作水

平，民政部把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列入日

常会计管理工作，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加以长期坚持。在培训中，既注重会计业务基

础理论教育，又创造机会开拓会计人员眼界；既

学习事业财会业务，又学习企业财会知识；既在

国内培训，又走出国门取经。1995 年共举办财

会人员培训班 4 期，培训人数 200 多名。

民政部以长沙民政学校为基地，举办了两

期财会基础知识培训班。培训中，不仅讲授了会

计基本原理及会计实务操作，还介绍了最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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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一些财会制度及有关发展方向，同时讲解

了一些税务、外汇管理等相关知识。学员们更新

了知识，了解了动态，并通过考试，取得合格毕

业证书。

为提高财务管理人员水平、扩大视野，民政

部举办了两期出国财务高级培训班。分别赴美

国、新加坡、香港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管

理经验，了解国际经济形势和财会管理体制，同

时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相关的

财会手段进行调查。通过这种形式的培训，每一

位同志受益匪浅，不仅学到了许多可以借鉴的

新东西，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发展我国民政事业、

加强民政财会管理的好建议，对开拓今后的民

政财会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民政部计划财务司供稿  高东梅执笔）

电子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电子信息产业持续快

速发展，到 1993 年就提前完成了“八五”计划主

要经济指标。1995 年电子行业全系统实现工业

总产值 2 457 亿元（1990 年不变价），年均增长

率为 27 % ；完成销售收入1 650 亿元；实现利税

127.1 亿元；全国电子产品出口 165.3 亿美元，

首次超过进口（161 亿美元）实现顺差。

电子工业部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先后

下放省市管理的企业 170 多个。现有直属企业

45 户，事业单位 77 户，直属系统有职工 17 万

人，科研人员 8 万人，会计工作人员 7 千余人。

1995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56.4 亿元，实现销售

收入 260.7 亿元，创利润 12.3 亿元，分别比

1994 年增长 25.3% 、23.3% 、18% 。到 1995 年

末电子工业部直属系统总资产为 394 亿元，净

资产为 66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77.7% ，资产保

值增值率 111 % 。在国家经济体制、科研体制和

教育体制改革中，电子工业部针对其行业的特

点，总结出了一些管理和经营经验。在搞活经

济、搞活大中型企业和做好财务会计工作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在直属系统企业中提出并实施财务管

理“三加强”原则

电子工业部根据下属企业财务管理运行的

实际情况，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于 1995 年正式向企业提出财务管理要做到

“三加强”即“加强预算、加强控制、加强集权”。

加强预算，是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要以财务预

算为主线，各项收支严格按预算执行。不可预见

和超预算支出要经企业法人代表监督批准，在

预算机动费用中列支，确保预算顺利完成。加强

控制，是针对二级及二级以下企业举办的合资、

合作、联营、控股企业对外的投资、再投资等极

易造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失控和流失而提出

的。各级企业创办的合资、合作、联营、控股企业

投资，投资必须通过一级企业去实施和管理，利

益可以均享。加强集权，是针对企业划小核算单

位，确立模拟法人或法人后，财务管理、财会人

员，银行帐户等管理出现分散的种种弊端而提

出的。划小核算的单位可以分别核算，分别建银

行帐，分别给用款指标，但企业财务管理、资金

银行帐户必须集中统一，支票和付款必须由企

业大财务部门办理。在推行“三加强”的“加强集

权”中，彩虹集团财务部做了有益探索，积累了

“财务管理六统一”的经验，1995 年被授予全国

先进财务集体的光荣称号，电子工业部重点推

广了彩虹集团“财务管理六统一”经验。“六统

一”的主要内容是：1. 统一财务计划。所属各单

位根据实际情况及集团增效要求，编制成本计

划、效益计划、财务收支计划，报财务部审查。然

后再由财务部统一编制下达财务计划，所属各

单位严格按此计划执行。2. 统一信贷。由内部

银行代表集团公司根据资金需求情况统一对外

组织资金，然后再根据各单位生产、经营情况予

以转贷。不允许所属企业直接向银行贷款。3.

统一结算。由内部银行代表集团公司统一在银

行开设结算帐户，负责对外结算，不允许所属单

位在银行开户。4. 统一人员管理。为了便于财

务人员更好履行管理监督职能，集团公司所有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第三部分  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民政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