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亏损企业大户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分析报

告，对亏损企业的特点、亏损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提出了扭亏措施建议。

（二）圆满完成了部直属企、事业单位 1994

年度会计决算的审查、汇总、上报和批复工作，

上报的企、事业决算汇总报表分别荣获财政部

和国家科委决算评比优秀奖。做好 1995 年度会

计决算布置工作，并完成 1994 年一般纳税人税

收资料调查表的审核、汇总、上报及 1995 年调

查表填报布置工作。

五、加强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配合国家对勘察设计单位 1996 年开始实

行新财务制度的布置，在 1995 年末开办了由主

管财务的院长和财务处长参加的学习企业“两

则”和勘察设计单位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学

习研讨班，为顺利实现正式转轨在思想上、业务

上做好了准备；为进一步转变财务主管的思想

观念，提高业务素质，组织了直属单位 30 位主

管财务的院、所长和财务处长参加财政部中华

财务会计咨询公司、普华国际会计公司和美国

加州大学在中国和美国联合举办的公司经理与

财会主管高级研讨班，并组织了 13 位总会计

师、财务处长赴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实地考察。

（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

供稿  廖香琦执笔）

水利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一、水利部门会计工作基本情况

（一）机构人员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行业中行政事业单位占 88 % 以上，单位专业性

强、类型复杂，主要有：为水利建设和水利管理

服务的流域管理、勘测设计，防汛抗旱、水文水

情测报、水质监测、水资源管理、水利水电枢纽

工程管理、水土保持、水行政管理、水利教育科

研、医疗、宣传出版、影像、水利水电建设施工企

业。到 1995 年末，全国水利部门实行单独核算

的各类水利单位共 4.6 万个，其中：行政单位

2 363个，事业单位37 700 个，企业 5 463 个。现

有职工160 多万人。水利财会人员 8.6 万人，占

职工总数的 5.4% ，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的不足 200 人，占财会人员的 0.02 % ，具有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有 5 400 多人，占财会人

员的 6% 。

（二）财会工作管理体制

水利部门财务会计管理体制是与现行水利

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即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除

直接管理其直属水利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外，

还对所属系统的水利单位财务会计工作实行行

业管理，主要包括：财会工作规划，财会规章制

度的建设、财会政策研究、财会报表等资料情况

的统计反馈以及财会人员培训等。

（三）水利部门基本的财会规章制度

根据水利事业发展及经营管理需要，各级

水利部门在执行国家颁发的财务会计制度及财

经法规的同时，结合水利行业特点及管理上的

特殊要求，又制定、修订了一系列部门的财务会

计制度、资金资产管理办法，主要有：《水利工程

管理单位财务制度》、《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

制度》；《水利部直属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办法》、

《水利部直属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单位成本核算办法》、《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单位会计制度》；《水利基本建设单位财务管

理办法》；《水利工程供水成本、费用核算办法》；

《水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 10 项制

度。

二、水利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水利财务会计工作始终围绕着“三加强一

提高”的指导思想，即努力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

核算，加强财会制度建设，加强财会干部培训，

提高财会队伍素质和财会工作水平。各项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水利财会法规制度进一步完善

适应管理的需要，结合水利的特点，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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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重新修订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

度》和《水利工程管理会计制度》，1995 年制订

了《中央级防汛岁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水利

工程供水成本、费用核算办法》、《水利部中央预

算内基建经营性基金管理办法》、《非农业占用

农业灌溉和水利工程设施补偿办法》等。通过上

述财会、资产法规制度建设和实施，解决了一些

水利事业发展及管理上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

题，使水利单位财会工作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维护了水利经济秩序，推动了水利经

济发展。特别是对水利行业主体单位——水利

工程管理单位（包括：水库，江、河、湖堤闸坝，灌

溉设施，乡镇水利站等管理单位，其所拥有的资

产占水利行业的 70% 以上）的财务会计制度的

修订，由财政部于 1994 年 12 月 26 日颁发执

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新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财务会计制度是按照我国财务会计制度改革的

目标、模式、结合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生产性事业

单位的性质及其管理核算上的特殊要求制定

的。该制度满足了管理单位对其公益服务和生

产经营行为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双重要

求。在单位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与核算，建立资

本金制度，并在实行制造成本法的前提下，将单

位经济活动划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公益服务成

本费用、公益收入及其利润或亏损的财务管理

与会计核算；另一类为生产经营成本费用、营业

收入及其利润或亏损的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

分别明确各类成本费用的补偿渠道和核算办

法，最终核算两类总的利润或亏损，并按规定的

分配程序进行分配。该制度既保持了水利工程

管理单位整体上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体系与企

业的一致性，又满足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公

益服务与生产经营的双重属性对财务管理、会

计核算的特殊要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单位真实

的生产经营成本与财务状况。从财务管理体制

和会计核算体系上，避免了过去单位虚盈实亏

及社会公益服务活动与生产经营活动混淆在一

起核算的问题，分清了政策性亏损与自身生产

经营的责任，调动了单位经营者、职工的积极

性，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实践中有利于推进水

利工程管理单位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

转变。

（二）水利资金管理

水利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水利基本建设国

家拨款、贷款、利用外资、以工代赈资金、自筹、

农民群众的投劳折资和水利事业性资金（如：水

利事业经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补助费、水土保

持补助费、粮食发展专项资金等各专项资金）。

1995 年度全国水利资金投入总额 328.84 亿

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205.39 亿元（中央投入

113.54 亿元，地方投入 91.85 亿元），水利事业

性资金 123.45 亿元（水利部直属水利、科研、教

育事业经费 6.45 亿元，地方水利事业性资金

117 亿元）。

长期以来，水利资金主要是以无偿投入为

主，这与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设施，进行大江

大河大湖治理。为社会提供广泛的公益服务有

着直接的关系。但同时带来了忽视自身建设、重

建轻管、经营机制不健全、行业经济发展滞后等

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

确立，水利资金管理在投资结构和筹资方式上

有了一定的改变。水利贷款及其他有偿资金在

水利投入中比重有所扩大，加快了水利水电建

设和多种经营的发展。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和

一些受益对象明确、效益显著的水利水电项目，

已出现个人投资办水利，初步形成了中央、地

方、集体、个人等多渠道、多形式办水利的局面。

水利利用外资从无到有，截止 1995 年末利用外

资累计金额 28 亿美元。

在加强水利资金筹措管理的同时，注重了

资金的使用效益。在基本建设资金管理上，贯彻

落实了招标投标、项目法人负责制和工程监理

制等经济责任制，重点是对水利基建投资实行

有偿使用机制，完善项目法人负责制等。在事业

经费管理方面，加强了预算管理，改革了事业单

位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同时，根据新的情况，适

时对部直属事业单位重新核定了事业经费基

数，核定以收抵支任务，建立事业周转金制度，

采取贴息方式鼓励使用银行贷款发展单位经

济。在水利企业财务管理方面，顺利完成了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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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改革、接轨工作，加强了成本费用管

理，并从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进行了改革

试点。

水利资金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水

利部门内部存在着管理粗放、核算较粗、资金分

散等问题；在水利部门外部，由于水利社会公益

服务的特点比较突出，水利行业经济政策不健

全，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投资渠道仍比较单

一，资金投入不足，影响了水利的发展。此外，水

利专项资金多头管理，事权与财权相脱节现象

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利资金及时

到位和专款专用，也影响了用款单位加强资金

管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的积极性。

（三）水利价格、收费管理工作

水利价格、收费管理工作近几年有所加强，

一是水利部财务司设立了价格处，水利系统陆

续开始建立价格、收费机构和队伍，二是理顺了

价格管理关系，明确了管理权限，水利部既是水

利工程供水价格主管部门，也是电价主管部门

之一，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已列入国家重工产品

价格目录；三是按照《水法》和国务院颁发的《河

道管理条例》规定，水利部正会同国家物价主管

部门制订《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颁发

了《乡镇供水定价原则》、《河道采砂管理收费办

法》、《水文有偿服务收费办法》等，部分地方省

级人民政府也陆续制订了水价、电价、水资源

费、河道堤防修建维护管理费等制度办法。

（四）水利部门清产核资工作

水利行业清产核资工作从 1992 年开始，通

过试点 到行业全面开展，用了 4 年时间，到

1995 年末水利行业清产核资工作已基本完成，

为建立水利资产经营管理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据初步统计，清产核资后全行业资产总值达

到了 3 043 亿元，比清查前增加了 1 489 亿元

（其中：清查增加 443 亿元，固定资产重估增值

1 046 亿元），增加近一倍。

（五）水利财会队伍建设

针对水利财会队伍学历低，知识结构不合

理，中、高级财会人才严重不足等问题，水利部

制定了《水利系统财会人员“八五”期间培训总

体规划》，采取分级负责，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

方法，除进行大量的基础培训外，还举办了各种

类型的财会领导干部及业务骨干培训班、研讨

班及组织出国培训学习。到 1995 年底，对水利

行业企业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财会人员已基

本轮训了一遍。通过培训，财会人员总体素质有

了明显提高，学历结构也有所改善。到 1995 年

末，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 2.4 万人，占财会人

员总数的 28% ，比 1990 年增长近 7 倍；中专学

历的达 1.95 万人，占财会人员总数的 22.6% ，

比 1990 年增长了 2.3 倍。

除 此以外，重点抓了各省水利（水电）厅

（局）及水利部直属单位的财会机构的建设，到

1995 年末，已有 2/3 的省及部直属单位建立了

独立的财会机构。各级水利部门所属单位的财

会负责人的任免，按照《会计法》要求，坚持了上

级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制度。

（六）水利财会电算化工作

水利行业财会电算化工作起步较早，但由

于缺乏统一规划指导，长期处于自行开发和低

水平的重复局面，各单位发展不平衡。为此，水

利主管部门近几年重点抓了财会电算化的发展

规划和财会人员电算化知识培训，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已有一批单位在会计核算基本业务和

财会管理上应用了计算机，其中一部分单位已

替代了手工记帐。例如：河海大学财务处结合自

己特点，引进并改造了一套会计软件，在学校财

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带动了

整个财会管理，提高了管理水平。

（水利部财务司供稿  郝崇成执笔）

冶金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1995 年是冶金行业财务会计工作取得重

大进展的一年。刘淇部长在 1994 年全国冶金财

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企业管理以财务管

理为中心，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为中心”的管理

思想。在 1995 年的全国冶金财务工作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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