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约占 50% 。村级会计都是农民在实际

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基本上没有受过会计专业

教育。农垦、水产、农机、畜牧等行业以及乡镇企

业的会计人员素质比村级会计高一些，但多数

也未受过会计专业教育。据典型调查，农业会计

人员中受过中等以上会计专业教育的不到

10% 。根据上述情况，大力培训农业会计人员，

尽快提高他们的素质，以适应工作需要，特别是

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一

项极其紧迫的任务，也是提高财会工作水平，推

进财会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的迫切需要。为此，

农业系统各级各部门都把培训会计人员列入重

要日程。

为加强农业财会队伍建设，提高农业财会

人员素质，农业部财务司对部分主要农业会计

人员进行了分层次培训，1995 年共举办培训班

4 次，培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财务主管

部门和一些农牧渔良种场财会人员 230 人；对

部属单位 70 多名财会负责人举办培训班，专题

讲授了管理心理学、项目分析管理、领导科学等

课程。农业部财务司对部直属单位的会计人员，

实行考核，严格按规定发放会计证，持证上岗，

并建立了 2 800 人持证财会人员的业务档案。

农业部农业合作经济指导司对农村会计人员全

面加强培训，在各级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的

共同努力下，1995 年农村财会人员有数十万人

受到不同层次的会计专业培训。上述各项措施，

对于提高农业会计人员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农业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各地涌现出一

大批先进会计工作者，1995 年在全国会计工作

会议上，农业系统有 11 个单位被评为全国先进

财会集体，10 人被评为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

农业系统有些单位在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素

质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湖南省益阳市所属 5

个国有农场共有会计人员 1 100 多人，据 1987

年统计，这些会计人员中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

只占 11.3% 。市农场管理局针对这一问题，与

湖南农业大学联系举办会计人员函授教育，在

各农场设立函授站，组织在职会计人员参加学

习。经过数年努力，到 1995 年会计人员中具有

中专以上学历的已上升到 53.8% 。会计人员素

质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垦经济的发展和农

场经济效益的提高。

（农业部财务司供稿  张国  丁履枢执笔）

卫生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卫生事业是国家和社会为增进社会成员的

健康而设立的各种组织和开展的各项工作的总

称。我国卫生事业是带有一定政府福利职能的

社会公益事业。为保障人民健康，国家举办各种

卫生机构，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

举办与人民健康有关的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机

构分为卫生部门所属、工业及其他部门所属和

社会其它办医。卫生部门是指政府管理的医疗

卫生机构。

国家为保证人民的健康，兴办了医院、专科

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机构、药品检验、专科防

治防疫、急救站、血站等医疗卫生机构，国家对

这些机构的建设给予投入，并对不同性质的医

疗卫生机构给予经常性财政补助。国家按经常

性补助形式把医疗卫生机构分为全额补助单位

和差额补助单位，管理形式分别为“全额管理、

全额补助”和“全额管理、差额补助”，这些机构

运转资金的全部或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卫

生部门财务会计是对这些机构经济活动的反

映、管理和监督，是国家预算会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一、卫生部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一）医院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卫生部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执行预算财

务制度和预算会计核算制度。1983 年，为了统

一医院会计核算，卫生部、财政部制定了全国医

院会计科目。按照资金收付记帐法要求，会计科

目分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余三大类，

设置了 23 个总帐科目。

1988 年，卫生部、财政部制定了《医院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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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医院会计制度（试行）》，并于 198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1989 年医院财会制度的改

革对医院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作了以下调

整：一是变收付实现制为权责发生制；二是改混

一核算为分类核算；三是改收付记帐法为借贷

记帐法；四是会计科目由 23 个增加到 46 个，将

业务收支分为医疗收支、药品收支、制剂收支三

部分，将行政后勤和全院公用的费用纳入“管理

费用”帐户单独核算；五是增加和改进了医院会

计报表，将资金活动表改为资金平衡表，增加了

专项资金收支情况表、往来情况表和医院基本

数字分析表。

（二）预防保健机构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

算，执行预算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

（三）卫生部门中等卫生专业和干部培训机

构执行教育部门财务管理和核算办法。

（四）卫生部门其它机构的财务管理和会计

核算，多数按全额单位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模

式，个别单位近年来由于收入增加改为按差额

预算管理制度执行。

二、医院财务会计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对卫生经济体制进行了一

系列的改革。由于医疗卫生机构财务管理和会

计核算是国家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必须按《事业单位财务

规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范财务管理和

会计核算。卫生部与财政部从 1994 年开始研究

起草新的《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和

《卫生机构财务制度》。1995 年，卫生部门为财

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出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

（一）医疗卫生财务会计制度改革的思路

1. 医疗卫生机构的经济运行有自己的特

点，新的财务、会计制度必须反映真实的医疗卫

生机构的经济状况和经营活动。反映医疗卫生

机构完成国家赋予的社会任务和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因此，医院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必须清

楚地反映医院经营资金的运动，反映医院的经

营状况和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

2. 医疗卫生机构是社会公益福利性事业

单位，其资金来源于国家、集体、社会捐助或行

政事业性收费，资金提供者不要求回报；其经营

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取得的收入主要用于

维持简单再生产，发展卫生事业，更好地为社会

服务。因此，卫生机构会计核算必须清晰地反映

卫生机构的各项收入和支出。

（二）医院财务制度改革的框架

1. 医院实行资本金制度，明确了产权关

系，体现了资本金保全原则，保证了投资者在医

院的权益。医院的资本金是由国家及其他投资

者以货币、物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方式投

入，用于正常业务开展和医院发展的资金。国家

除作为投资者对医院投资外，还对医院实行政

策性补贴。医院资本金按照投资主体分为国家

资本金、社会团体法人资本金、个人资本金等。

医院资本金在医院宣布撤并或解散前不能随意

抽回，医院依法享有经营权。

2. 严格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

界限，严格划分成本费用、期间费用与其他支出

的界限。医院对医疗、药品、制剂三部分分别实

行成本核算。

（三）医院会计制度改革的框架

1. 医院会计核算的要素是：资产、负债、收

入、支出、收支结余和所有者权益。

2. 医院会计核算实行权责发生制，会计记

帐采用借贷记帐法。

3. 医院会计总帐科目分为资产类、负债

类、所有者权益类和损益类，共设 44 个总帐科

目。

4. 医院会计报表分为资产负债表、损益

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和医院基本数字表。

（四）卫生机构财务制度改革框架

1. 卫生机构财务制度适用于除医院以外

的防治防疫、妇幼保健、药品检验等机构。其财

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资金的筹集、领拨和

运用，对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综合管理。

2. 卫生机构严格执行财政部颁发的《事业

单位通用会计制度》，不再制订单独的卫生机构

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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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卫生机构各项收支均纳入单位预算管

理。

4. 政府拨款分经常性拨款和专项拨款。经

常性拨款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拨款

包括：大修、大购、防病消杀经费及专项疾病防

治经费。

5. 卫生机构的收入包括政府拨款、业务收

入、投资收益、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卫生机构

的收入均纳入预算管理。

6. 卫生机构的支出分为业务支出和限定

性支出。业务支出是卫生机构正常经济活动发

生的支出；限定性支出是按专项补助指定项目

的支出。卫生机构的支出是国家预算支出的重

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

财政规章制度，按照主管部门核定的预算合理

安排。

7. 卫生机构收支结余按规定结转下年使

用。

8. 防保机构的基金是资产减去负债后的

净资产，包括留本基金和普通基金。留本基金的

管理必须坚持基金保全；普通基金按比例划分

为公积金和公益金。

三、卫生经济网络和卫生财会人员培训

1991 年 6 月 8 日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

究网络成立，网络负责培训各级卫生主管管理

人员，并进行卫生经济政策研究。到 1995 年网

络共培训师资 413 人次；全国各省市卫生厅计

财处长、部分省市卫生厅局长 366 人次，学习班

教授和讨论了卫生经济的基本理论、宏观卫生

经济学、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问题和政策、卫生

改革的热点问题等，使卫生经济管理人员、卫生

经济领导干部和卫生经济研究人员在理论水

平、政策水平、管理观念和财会技能方面有了较

大提高。各省市卫生计财部门在卫生经济网络

的协助下共举办卫生经济学习班 17 期，培训地

市财会干部 1 260 人。

四、卫生经济学会预算会计专业学会

1991 年 10 月 18 日卫生部直属单位会计

学会成立，几年来，卫生会计学会为贯彻国家有

关财经政策、方针和法令；组织会员开展理论研

究和学术交流；总结卫生系统财务管理和会计

核算经验，推动财会制度改革；举办各种学术活

动和学术交流；为培训财会人员作出了努力。

1995 年卫生部直属单位会计学会召开了

年会，交流了卫生计财改革和管理的经验，取得

了较大成果。

（卫生部计划财务司供稿  孟建国执笔）

内贸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国内贸易部是国务院主管全国商品流通的

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培

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商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流通体系，加强宏

观调控，推动商品流通社会化、现代化，充分发

挥国有流通企业的主渠道作用，更好地为经济

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内贸系统的财会工作由内贸部财会司负

责。主要任务是：组织实施国家有关财务、会计

和税收、信贷制度，制订管理办法；负责收购资

金的预测；管理财政下拨和各直属单位上缴的

各项资金；指导资金调剂融通；配合各地主管部

门抓好商品流通企业的扭亏增盈；监督检查部

属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1995 年，内贸系统努力贯彻实施内贸部党

组提出的“五三一”工程，即“抓好以粮油肉菜糖

五大商品为重点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供

应，强化以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

两条线运营、连锁经营、代理和配送制三项改革

为突破口的流通改革，加强以批发市场为重点

的商品市场体系建设”。为促进两个根本转变，

积极试行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做

了大量工作。广大财会人员和各级单位的财会

部门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1995 年的内贸财

会工作，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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