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从抓会计基础工作入手，整顿会计工作

秩序

由于“以包代管”等错误倾向的冲击，地质

勘查行业会计基础工作滑坡现象比较严重，特

别是在多种经营单位表现的尤为突出，致使会

计工作秩序失常，会计信息失真。为了提高会计

工作质量，保证会计工作科学、有序地运行，地

质勘查行业各主管部门从抓会计基础工作入

手，大力整顿会计工作秩序，取得一定成效。地

质矿产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会计法》

的有关规定，于 1995 年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地

质矿产部会计工作规则》、《地质矿产部会计工

作岗位职责》，印发了《地质矿产部关于加强财

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湖北等省、市（区）地

矿局在坚持实行统一会计凭证、帐簿制度中取

得了经验。

（地质矿产部财务司供稿  赵景学执笔）

轻工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一、轻工行业概况

轻工业是主要从事消费品生产的部门，是

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承担着改善和丰富

人民群众的生活，活跃和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出

口创汇，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的重要任务。轻工

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

用四个 1/3 来概括，即：轻工业产值约占全国工

业总产值的 1/3，轻工业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

总额的 1/3，轻工机电产品出口额约占全国机

电产品出口额的 1/3，轻工业实现利税约占全

国工业实现利税总额的 1/3。

轻工业是我国消费品工业的主体，其产品

涉及到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玩、乐诸方面。

目前中国轻工总会归口管理的有 44 个行业。轻

工企业星罗棋布，遍及全国城镇，企业总数有 6

万多个，其中 75% 以上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在

轻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约占 8% ，而 92% 的企

业都是小型企业。中国轻工总会直属的企业事

业单位 110 多个。全系统拥有资产总额 7 000

多亿元，所有者权益近 2 000 亿元。有财会人员

18 万多人，财会人员占 全部职工的比例为

1.94% 。

二、轻工行业经济效益

1995 年全国轻工企业按财务口径统计完

成工业总产值（1990 年不变价）4 400.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3% ；完成销售收入 4 299.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5.7% ；实现利税总额 382.7

亿元，其中利润总额 73.1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11% 和 53.9% 。1995 年轻工系统盈利较多、

效 益较好的行业主要是食品饮料（实现利税

161.2 亿元，利润 32.5 亿元）、家用电器（实现

利税 26.7 亿元，利润 15.8 亿元）、日用化学制

品（实现利税 31.6 亿元，利润 13.3 亿元）、造纸

（实现利税 38.8 亿元，利润12.5 亿元）。总的看

来，1995 年全国轻工企业的产销利税均有较大

幅度增长，轻工业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有较

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轻工业亏损面广（全行业

1995 年亏损面达 35% ）、额多（亏损额达 117 亿

元）的问题不容忽视。

三、轻工行业财会工作

1995 年全国轻工行业的广大财会人员以

提高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为中心，以

坚持“三个同时抓好”（即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

同时抓好；深化改革与强化管理同时抓好；财

务、会计、价格、税收以及资产管理等项工作同

时抓好）为指导思想，重点开展了以下几项工

作：

（一）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工作水

平

1. 搞好岗位培训和电算化培训，提高财会

人员素质，为财会工作达标升级服务。鉴于轻工

系统企事业单位多而且分散的情况，各级轻工

主管部门采取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按区域布

点、分片培训等方法，对现有在职的财会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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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从事财会工作的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和电算

化培训，培训的进度与效果基本上达到了财政

部的要求。中国轻工总会先后办了 3 期会计上

岗证培训班和 12 期电算化培训班，参加培训的

人员 800 多人。为了帮助中国轻工总会机关的

司（局）长和在京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了解和掌握

《会计法》，更好地执行《会计法》，1995 年 7 月

中国轻工总会特邀中国会计学会余秉坚秘书长

就《会计法》的修改情况以及单位领导与财会人

员及其财会工作的关系作了一场专题报告，使

与会的领导明确了建立正常会计工作秩序的重

要性和违反《会计法》的严重性，从而增强了自

觉执行《会计法》的观念。

2. 加强财会信息管理与交流，提高财会信

息的服务功能。为了掌握全行业的生产与经济

效益情况，中国轻工总会经济调节部建立了轻

工业独立核算工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月报、季

报、年报制度，并定期汇总整理全行业的经济信

息，及时报送给有关综合部门和反馈给各省、市

轻工厅（局），从而达到既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

服务，又为轻工行业和企业服务的目的。轻工系

统一些重点行业还成立了成本价格协作组，定

期或不定期地交流经济信息，为维护行业的合

法权益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94 年国家推出的

税制改革对轻工行业的经营环境和利益分配格

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部分行业由于税负陡然增

加造成产销下降、亏损增加。各级轻工部门利用

会计资料，经过反复对比分析，提出了可行的调

整方案，并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有关部门反

映、协调，最终使部分行业税负不合理的问题得

到较好的解决。如金饰品消费税不仅税率下降，

而且征税的环节也作了调整，即由生产环节转

移到零售（消费）环节，通过利用会计资料做工

作，不仅支持了国内金饰品加工业的发展，而且

还有利于打击金饰品的走私。香皂、皮革制品通

过利用会计资料做工作，也得到暂时享受降低

税率和减半征税（先征后返）的照顾。据粗略统

计，近两年各级轻工主管部门利用财会信息资

料帮助行业解决税收、价格问题而减支增收几

十亿元。信息就是资源，而财会信息就是直接创

造效益的重要资源。

（二）加强资金管理与协调，帮助重点企业

解决资金问题

轻工企业盈利水平和留利水平低（1994 年

人 均 创 利 和人 均留利分别 为 501.88 元 和

179.15 元，1995 年人均创利和人均留利分别为

805.28 元和 410.27 元），自有资金严重不足，

生产经营主要靠银行贷款。近两年，各级轻工财

务主管部门都把加强本系统、本单位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营运效率作为财会工作的中心，并积

极向国家经贸委、银行等部门反映与协调，帮助

重点行业和企业解决了部分流动资金。中国轻

工总会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为直属

企业和地方企业解决流动资金贷款十几亿元。

（三）抓好资产管理，协调解决资产纠纷，为

轻工企事业单位的改革与发展服务

资产管理是当前财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

面。鉴于轻工系统行业多、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

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个特点，各级轻工资产

管理部门按照“国有、集体同时抓好”的思路，在

抓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和安排各项具体工作时既

抓国有一块，又兼顾集体一块。目前轻工行业资

产管理部门已形成了一套对国有资产和集体资

产进行全面管理的规章，清产核资工作已基本

完成，初步弄清了家底，为实行资产运营、保值

增值创造了条件。此外，还帮助一些企事业单位

解决了资产所属权纠纷和历史包袱问题。

四、积极开展会计学会工作

中国会计学会轻工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

轻工会计专委会）是研究全国轻工系统会计科

学和组织推动会计科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

体，于 1992 年 10 月 16 日成立，拥有 113 个团

体会员单位，主要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省（区）辖市的轻工会计学会和轻工

大中型企业及直属单位的财会职能部门。这些

会员单位联系轻工企业 33 507 个，财会人员 18

万多名。轻工会计专委会自成立 3 年多来，主要

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积极参加会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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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会计专委会把宣传、贯彻、实施《企业

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作为首要任务来

抓，及时向学会理事和各会员单位分发了《企业

财务会计改革讲座》，举办了“全国轻工业财务

会计改革研讨班”，培训了来自 20 个省区轻工

系统的财会骨干。此外，还利用《轻工会计简

讯》、《财会信息》、《轻工经济报》传播会计改革

信息。各地轻工会计学会也都通过举办培训班

和其他各种形式为宣传和贯彻“两则”“两制”尽

心尽力，经过全国各级轻工财务主管部门和会

计学会的共同努力，轻工业系统顺利地完成了

会计制度改革的任务。

（二）努力参与税制改革

轻工会计专委会及各地轻工会计学会配合

各级财务部门对新税制的实施做了大量的动员

和组织工作，使企业财会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很

快地掌握了新税制的精神和操作方法。各级会

计学会还抽调人员就新税制对部分轻工行业和

企业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为新税制的逐步完

善提出建设性意识，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认真组织会计学术活动，进一步提高

轻工行业会计工作水平

财政部自 1994 年 2 月以来制定了一系列

具体会计准则，印发各部门广泛征求修改意见。

轻工会计专委会和中国轻工总会经济调节部都

及时转发下属单位收集修改意见，先后在山东、

河北、广西、山西、江西等地组织了讨论具体会

计准则座谈会，会后将收集的意见进行整理，及

时反馈给财政部会计司和中国会计学会。

为了组织轻工行业广大财会人员积极开展

学术研讨活动，提高其会计理论水平，轻工会计

专委会每年都认真组织一次优秀论文评选活

动，对评选出的优秀论文，除在《轻工会计简讯》

等刊物上公布、发表外，还积极推荐给中国会计

学会组织参评。

（四）及时传达贯彻财政部 1995 年 10 月召

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精神。轻工会计专委会

派人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复制有关文

件，组织轻工总会有关人员学习领会会议精神，

通过新闻媒介通报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受

表彰的轻工行业先进集体与先进工作者，还以

中国轻工总会名义向全国轻工行业发出了“关

于认真贯彻朱镕基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指示的通知”，要求全国轻工财务部门

立即行动起来，把朱副总理的“整顿会计工作秩

序的约法三章”落到实处。

此外，原轻工业部于 1992 年组建了一个会

计师事务所，目前挂靠中洲会计师事务所，并以

其分部的名义开展了验资、资产评估、财税检查

等一系列工作。

（中国轻工总会经济调节部供稿  魏新岚执笔）

纺织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中国纺织总会依据国务院授权对全国纺织

行业进行全行业管理。在全行业管理中紧紧围

绕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和行业工作重点，指导纺

织行业的企业深入开展“转机制、抓管理、练内

功、增效益”活动，不断改进和加强财会管理工

作。中国纺织总会有 41 个直属企事业单位，

1995 年末资产总额 345 亿元，比 1994 年末增

长 26.25% ；净资产 165 亿元，比 1994 年增长

31.02% 。

一、加强行业财会管理工作

在贯彻实施“两则”过程中，纺织行业财会

工作主要是结合行业特点，大胆改革，强化管

理，不断提高财会工作水平。

（一）深化纺织企业财会改革，推进财会职

能转换。自 1992 年以来，纺织企业深化财会改

革，创造和发展了具有纺织行业特色的责任会

计、厂内银行、成本否决法等会计管理方法，把

会计管理职能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各领域、

各环节，在促进企业强化管理，转换机制、提高

效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纺织财会工作开

始由算帐报帐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

（二）各类纺织财会社团组织和机构适应改

革形势，努力发挥作用。1. 在贯彻实施财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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