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人员参加的微机管理培训班、北京地区出版

社财会人员短训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初级培训

班，培训人员近 250 人。三是为配合新财务会计

制度的贯彻实施，组织行业财务人员的培训工

作。在这方面，除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局计财处

长新制度研讨会，还与财政部文教司联合在北

京举办了 5 期中央新闻出版单位培训班，培训

财会人员 800 多人。四是与国家教委合作对 93

家大学出版社财务人员进行了培训；委托中国

印刷物资公司、新华书店总店、书刊印刷厂北京

市厂际联谊会，分别举办了全国印刷物资系统、

新华书店系统和北京市书刊印刷厂贯彻新财会

制度的培训班和研讨班。五是与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举办“北京地区新闻出版单位增值税培训

班”，共办两期，有近百家新闻出版单位的 230

人参加。

六、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

1991 年 4 月，为解决中央各部委专业出版

社学术著作和专业图书出版的困难，根据江泽

民同志处转来的 9 位社长（总编辑）的信和署领

导的具体要求，计划财务司到 10 家在京的科技

出版社进行了专题调查，写出了《中央级科技出

版社困难情况调查报告》，并先后召开了两次由

部分中央级科技出版社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

征求意见，起草了上报国务院的《关于解决中央

各部委专业出版社学术著作和专业图书出版困

难的意见》。1991 年 12 月，与国家物价局联合

对 1988 年以来全国书刊定价办法的执行情况

进行了调查。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针对现行

办法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据此，计划

财务司会同国家物价局联合召开由 9 省（区、

市）新闻出版局、物价局的同志参加的座谈会，

研究完善书刊定价的办法，并根据有关情况，提

出《关于完善书刊定价办法的若干规定》（草

案）。1993 年，配合国务院研究室“关于完善文

化事业经济政策研究”课题组，与文化部、广电

部、文物局等单位联合进行了研究，并完成了

《出版业经济政策研究》子课题，以及“中国出版

经济发展”、“中国出版经济政策的沿革”等论文

和国外出版经济政策编写工作。同年还参与了

“宣传文化经济政策研究”联合课题组，代国务

院拟定《关于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1994 年 10 月，为解决中国

人民银行决定实行新结算办法对新华书店等图

书发行企业的影响，计划财务司及时组织新华

书店系统的总会计师和高级会计师进行研讨，

提出了与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协商的办法和措

施。1995 年，根据中宣部的要求，进行了全国新

闻出版系统贯彻执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行财税优惠政策

的规定》情况的调查，并报中宣部。在报告中分

别就各省区已确定所得税返还的分配对象和具

体办法做了说明。1995 年为测算“百种爱国主

义图书统一定价标准”，先后组织 5 家出版社开

调研会，并到 4 家出版社进行专题调查，使“定

价标准”较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

（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供稿  孟东执笔）

武警部队

财务会计工作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会计是军事预算会

计的组成部分，主要以预算会计为主，反映和监

督支队或相当于支队以上单位的预算资金和预

算外资金活动过程及其结果。

武警部队预算会计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

位，采用资金收付记帐法，按照统一规定的会计

科目，以审理会计凭证、登记帐簿、编制会计报

表为基本核算方法，实行总部、总队、支队三级

核算。经费供应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经费划

拨按财务系统自上而下按月主动拨付，经费决

算采取自下而上逐级编报、逐级审核汇总方式

进行。

一、建立健全了财会规章制度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财务工作的

正规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武警部队制定了

一系列财会规章制度。1992 年 12 月颁发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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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预算科目规定》、《预算外

经费管理规定》、《预算经费管理规定》、《物资计

价核算管理规定》、《综合财务计划管理规定》、

《会计规则》、《财务结算中心工作规则》七项财

会管理规定 。1993 年 9 月颁发了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总部机关经费管理规定》。1994 年 10

月颁发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财务管理规

范化工作程序》、《财务工作规范化管理标准》、

《基层（中队）财务管理规定》、《资金管理规定》、

《现金管理规定》五项财务管理规定。1995 年 5

月制定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处置突发事

件经费供应管理规定》，11 月制定了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关于进一步加强事业经费管理

规定》，为依法理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狠抓了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一）加强了业务训练。1995 年，各级部队

举办财会人员培训班 150 期 3 027 人次，举办

基层中队司务长培训班 668 期 1 622 人次，召

开财务理论研讨会 49 次，开展业务比武活动

172 次，委托武警西安技术学院代培大专函授

学员 120 名，委托解放军武汉军事经济学院代

培本科函授学员 100 名。

（二）职称改革初见成效。1994 年组织实施

了财会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分别为符

合条件的 349 名财会人员评定了技术职务，其

中高级职务的 24 名，中级职务的 286 名，初级

职务的 39 名。1995 年，又完成了 179 名财务

（审计）系列晋升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命题、

评卷工作，其中：拟晋升高级职务 27 人、中级职

务 152 人。

三、加强了资金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为进一步

规范武警部队的资金管理，整顿军事经济秩序，

1995 年重点清理了“小金库”和各种借垫款。

（一）严格了资金管理。认真贯彻“统一领

导、按级负责”的原则，资金的存储、划拨、借贷

严格按财务规定程序办理，资金调剂业务由总

部、总队后勤财务部门办理，其它单位或部门未

经总部后勤部批准，一律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

资金调剂业务。现金管理一律实行限额管理，严

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开支范围使用现金，严禁私

借公款，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监控制

度。

（二）清理了“小金库”。根据国家、军队清理

“小金库”的指示精神，1995 年 6 月 19 日武警

总部召开了清查“小金库”电话会议。成立了以

王文理副司令员、蒋金锵副政委为组长的武警

部队清查“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抽调财务、纪

检、审计部门的 11 名干部组成了清查办公室。

支队以上单位和机关各部门相应成立了领导小

组和办公室。7 月 5 日下发了《武警部队清查

“小金库”工作实施办法》。7 月 28 日召开了总

部机关清查“小金库”工作汇报会，听取了司政

后三大部门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工

作，下发了《关于抽查部队和总部机关清查“小

金库”工作的实施办法》。清查工作采取自查、复

查、抽查三种方式。8 月 20 日至 9 月 5 日，总部

组成 8 个抽查组，对总部司、政、后机关及直属

单位和辽宁、吉林、河北、浙江、上海、江苏、广

西、河南、福建、云南、广东、湖北、甘肃、陕西、山

西 15 个总队进行了抽查，共抽查总部和总队机

关处室 77 个、直属单位 62 个、支队 13 个。全部

队 共自查出“小金库”157 个，金额 647.68 万

元，对自查出的“小金库”余额 410.9 万元纳入

了财务统管；对抽查出的“小金库”余额作了罚

没处理，撤销未按规定擅自开设的银行帐户

169 个，揭露处理了 77 起违反制度规定的问

题。清理、归还借垫款 1 474.09 万元。清查工作

从 6 月 19 日开始至 9 月底结束。结束后，解放

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对成绩突出的武警湖北

总队财务处和甘肃总队酒泉支队财务股股长李

清俊、广东总队财务处助理员徐东灵、江苏总队

财务处助理员储南山进行了通报表彰。

四、积极开展会计理论研究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以理

论指导部队的财务工作，1993 年 1 月总部财务

部结合各级部队的不同情况，给各单位分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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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撰写任务，规定了论文题目，提出了具体要

求。任务下达后，各级部队财会人员紧密结合实

际，在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积极探

讨，潜心研究，精心撰稿，共撰写财务研讨论文

600 篇。为了交流经验，推动工作，1994 年 1 月，

总部财务部又组织评审人员从各单位推荐上报

的 104 篇中遴选 60 篇优秀论文，编辑出版了

《新时期武警部队财务工作研究论文集》，约 18

万字，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财会理论研究工作。

五、会计电算化得到普及和提高

几年来，总部和各级部队采取多种形式为

部队培养了一批既懂业务，又会微机操作的专

业人才。总部财务部在搞好经常性指导的同时，

还抓了总队与支队、总部与部分总队的微机联

网试点工作。1994 年支队以上财务部门全部实

行了用微机记帐、编制经费预决算、会计报表、

进行会计分析等，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

量。1995 年 10 月 11 日至 25 日，总部财务部在

京举办了由各总队、直属院校、直供单位 140 名

财务人员参加的推广应用《军队财务综合数据

库系统》微机培训班。之后，各单位也相继举办

了培训班，培训了微机操作人员，为 1996 年推

广应用综合数据库系统打下了基础。

六、树立典型，推广经验

为了贯彻落实全军财务管理工作会议精

神，1995 年 4 月 9 日至 15 日在安徽总队召开

了武警部队财务管理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经

验，表彰了财务管理先进单位和个人，观摩了安

徽总队财务管理现场。会上，有 12 个单位、6 名

个人代表交流了经验，通报表彰了 58 个先进单

位和 41 名先进个人。他们的主要经验和做法

是：

（一）积极改革，讲求效益。不少部队在经费

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积极改革，锐意进取，

在过好紧日子中有所作为。河南总队面对市场

经济新形势和近年来在实物采购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改革了传统的经费供应和物资采购管理

办法，以军人服务社为依托，创办了机关购物中

心，实行统一计划、统一采购、统一供应、统一结

算的物资采购供应制度。江苏总队改革机关租

机租线长话费管理办法，实行部门、个人包干管

理，每年结余经费 20 余万元，较好地解决了通

信经费不足的问题，提高了经费使用效益。

（二）党委重视，齐抓共管。安徽总队各级党

委十分重视财务工作，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机

关各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大力压缩行政、

消耗性开支，全总队连续 10 年经费收支平衡。

（三）建章立制，服务基层。1992 年以来，总

部陆续制定颁发了一系列财会法规，各单位也

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补充规定和具

体措施，财务管理工作基本做到有章可循。各级

部队在为基层办实事，解决困难上下功夫，基层

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四）勤俭持家，开源节流。青海总队海东地

区支队、湖南总队益阳支队始终把艰苦奋斗精

神贯穿于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在经费供需矛盾

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压缩机关非急需开支，普遍

开展了自制、自建和自修活动，节省了经费支

出，缓解了供需矛盾，较好地解决了基层部队吃

水、照明等困难。

（五）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四川总队宜宾支

队财务股长周德林同志，从事财务工作 9 年多

来，默默奉献，廉洁清风，坚持制度，1992 年以

来为支队节约经费达 58 万元，被支队党委誉为

“当家的好参谋，管家的好助手”。1995 年被评

为全国财会先进工作者。

（武警部队财务部供稿

  王玉山  廖先春执笔）

海关财务会计工作

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其

基本任务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

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

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报海关统计和办

理其他海关业务。海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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