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束，强化资金全过程管理的若干规定”，把有限

的资金管好用活，稳定生产，促进生产经营正常

运行。具体做法是：①确定以“内部经济责任

制”为基础，以考核管理为手段，形成了全面的

资金管理体系。②围绕搞活资金，制定和落实了

一压缩（压缩存货）、两减少（减少欠款户数和欠

款总额）、不沉淀（当月产品全部销售完）、保供

应（确保原料供应）的方针。③采用法律手段盘

活“死钱”启动资金运用。④积极筹措资金，一方

面争取到银行的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以发行债

券的形式筹集资金。⑤内部管理做到既严又细，

认真调度、合理安排、节约使用各项资金，在严

格资金管理上下功夫。⑥每年坚持一次清仓查

库。

（陕西省财政厅供稿  王公逊  康玉科

  杨建国执笔）

甘肃省会计工作

1995 年，甘肃省各级财政部门在党的十四

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

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

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充分调动广大会计管

理工作者和财会人员的积极性，顺利完成了会

计管理工作的各项任务，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会计管理工作

（一）会计管理工作综述

1. 会计管理工作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支

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赋予“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管理本地区的会计工

作”的职责，甘肃省人民政府和甘肃省财政厅的

领导对会计管理工作十分重视，认识到会计工

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

到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为此，崔正华副省长

参加了 1995 年 12 月 21 日至 23 日召开的全省

会计工作会议，并作了“会计工作要为实现两个

根本性转变服好务”的重要指示。同年 10 月 18

日，杨怀孝副省长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全省

会计资格考试实施工作中的有关问题。省财政

厅领导同志分别在 1995 年召开的会计管理工

作会议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强化会计管理工作，

为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搞好服务”的

重要讲话；在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 10 周年座

谈会上，对《会计法》颁布实施以来宣传、贯彻的

情况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今后继续宣传、贯彻的

具体意见；在 1995 年 12 月召开的全省会计工

作会议上作了“全面落实约法三章，认真整顿会

计工作秩序”的重要讲话和“齐心协力，开拓进

取，加速会计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服务”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和讲话对全

省会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2. 不断健全和完善会计管理机构，配备和

充实管理人员。1995 年，甘肃省、地（市、州）财

政 部门（包括矿区）都已设立了会计管理处

（科）。省财政厅“三定”方案后的会计管理处有

10 名专职工作人员，从事会计管理的各项工

作。在省内 86 个县（区）中，设立会计管理科

（股）的有 43 个，占应设的 50% 。虽然有的县

（区）和省、地各业务主管部门未设专门管理机

构，但均指定有专人负责此项会计管理工作。据

统计，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从事会计管理工作的

人员有161 名。在现有管理人员中，绝大多数热

爱本职工作，有敬业精神，他们是推动会计工作

发展和为会计人员服好务的基本力量。

3. 加强会计工作的宏观管理，拓宽服务领

域。1995 年，甘肃省财政厅会计管理工作不断

强化为基层服务的指导思想，积极探索以间接

管理为主的管理机制；会计管理范围已从国有

单位的会计工作为主逐步向全省所有单位会计

工作进行管理；会计管理的内容从以会计核算

制度、会计人员培训为主，逐步扩大到会计电算

化、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会计基础工作等方

面，从而拓宽了会计管理工作的服务领域。

4. 采取措施，强化管理，促进财政经济的

发展。1995 年，全省会计管理工作以抓会计法

规制度的贯彻实施、会计基础工作、建立和完善

各项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作为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增加财政收入的中心工作，一些企业已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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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如兰州第三毛纺织厂财务处根据生产资金

占用情况，提出利用零纱、回条、零毛团的生产

回用计划，仅半年时间就回用 15.77 吨，设计生

产了 7 个新产品，生产成品 34.50 多万米，价值

1 207 万元，节约原材料 15 吨。

（二）会计法规制度建设

1.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首先，在《会计法》颁布实施 10 周年之际，

省财政厅召开纪念《会计法》座谈会，同时还采

取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兰

州市榆中县已把每年 4 月 15 日确定为《会计

法》宣传日，把每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确定

为宣传月。天水市财政局在 1995 年开展了会计

法规问卷知识竞赛，参赛率为 98% ，试卷回收

率为 63% ，及格率为 71 % 。其次，按《会计法》的

规定，不断规范会计工作。在每年的会计管理部

门安排全省会计管理工作中，要求各单位对各

自的会计工作，按照《会计法》的各项规定对照

自查自纠，实现会计工作规范化。

2. 加强会计制度建设，促进会计模式的根

本转化。在贯彻实施“两则”、“两制”时，甘肃采

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建立领导机构。从省上到地

市财政部门都成立了贯彻新制度领导小组，负

责“两则”、“两制”的宣传、培训和组织实施工

作。二是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和广播讲座，层

层培训骨干力量，层层培训财会人员和厂长（经

理），受培训人数占财会人员总数的 60% 。三是

抓好新旧制度接轨前的准备工作。兰化公司等

单位成立了会计改革研讨小组，负责研究、安排

和组织本单位新旧制度接轨前的实施工作。省

机械工业总公司系统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具

体内容包括：①列出新制度在政策上和会计处

理上与旧制度有哪些差异，提出处理意见；②分

析旧会计科目内容，提出与新科目衔接对照表

和处理办法；③模拟试运转，并跟踪检查运转情

况等，使新旧制度衔接顺利，过渡平稳。四是开

展新制度知识大赛。利用新制度颁布实施 1 周

年之际，甘肃开展了一次新制度知识大赛活动，

通过口试、笔试、层层选拔等几个阶段的逐级竞

赛，在全省 505 个竞赛队中，选拔产生了 6 个代

表队进入决赛，最后选出了 3 个团体队和 6 名

个人一、二、三等奖。这次活动的开展，对新制度

起到了普及推广作用。五是开展调查研究。1994

年、1995 年，省财政厅对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进

行了调查，属于制度本身的 14 条意见和建议及

时向财政部书面作了汇报，属于执行中的问题，

也及时作了纠正。六是 1995 年成立会计工作咨

询小组，研究和探讨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

任务，咨询基层企业新制度执行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在财政部举办合并会计报表培训班结

束之后，甘肃省财政厅于 1995 年 7 月底也举办

了一期合并会计报表培训班，积极培训财会人

员；组织以计算机替代手工帐务处理评审工作；

建立健全会计电算化培训、评审、软（硬）件管理

制度和办法。

（三）会计人员业务管理

1. 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理顺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实施工作。1995 年，在全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会议结束后，为了尽快理顺此

项工作，省财政厅领导多次向省政府有关领导

汇报，同时，也多次与甘肃省人事厅主要领导协

商，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和省政府领导的重视

下，会计资格考试实施工作得到了妥善解决。全

省各级财政部门为 1996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做好了一切考务准备工作。

2. 采取措施，对在职会计人员开展培训，

促进会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在培训工作中，

第一，把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作为培训财会人员

的主战场，坚持从严管理，质量第一的办学方

针。1995 年，为全省培养出合格的中等专业人

才 6 885 人。第二，举办考前辅导班，对参加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会计证考试人员进行

短、平、快的培训，使受培训人员系统地学习了

会计专业知识。第三，开展会计电算化初级培

训。1995 年，共举办 8 期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

758 人，其中考试合格的有 626 人，占 82.5% 。

第四，鼓励一部分同志走自学成才之路。1995

年，全省参加自学考试的有 13 325 人，累计为

147 751人次。1995 年考试毕业 599 人，累计考

试毕业 2 365 人，其中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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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7人。在职会计人员培训已形成多样化格

局，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据统计，在

现有 财会 人员 中，具 备 大 专以 上学 历 的 有

10 100人，占财会人员总数的 31.54% ，比 1989

年增长167.6% ；具备中专学历的达18 140 人，

占财会人员总数的 20.74 % ，比 1989 年增长

108.9% 。

3. 积极开展会计“双先”评选表彰工作。为

给全国第四次会计工作会议和 1995 年甘肃会

计表彰大会推荐具有代表性、事迹突出的代表，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评选条件，按隶属关系，有组

织、有步骤的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评选推

荐。在逐级推荐上报的 67 份先进财会工作集体

和 114 份先进会计工作者事迹材料中，组织力

量，经 3 次反复筛选，并深入基层征求各方面意

见，评选推荐上报全国表彰的先进财会工作集

体 4 个，先进会计工作者 8 名和推荐全省表彰

的先进财会工作集体 40 个，先进会计工作者

70 名。上述这些会计“双先”分别都在全国和全

省会计工作会议上受到了表彰奖励。

4. 认真为会计人员服好务。为了充分调动

广大财会人员的积极性，1995 年甘肃财政厅为

具备规定学历的 5 706 名财会人员颁发了会计

证，为考试合格的 2 656 人陆续也颁发了会计

证。认真组织全省第五次会计证考试工作，全省

报名参加 1995 年度会计证考试的有 5 376 人，

其中：省级 为 1 229 人，平均 考试 合格率 为

60% 。到 1995 年底，累计为 78 812 名会计人员

颁发了会计证，并对已颁发会计证人员建立了

档案，有利于掌握会计人员的结构和文化层次。

5. 积极支持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1995

年甘肃省财政厅对两名财会人员的来访信件认

真进行了调查，并妥善予以处理。

（四）加强注册会计师队伍建设，推动注册

会计师事业的发展

1. 建立组织机构，配备专职人员。甘肃注

册会计师协会是 1992 年成立的，现有 7 名专职

人员，1995 年，全省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

数达到 300 人，执业注册会计师 200 人，非执业

注册会计师 580 人，会计师事务所 98 家（包括

分所），收入已突破千万元。

2. 开展注册会计师年检工作。1995 年按规

定对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标准、职业道德和法律

责任遵守情况进行了年检，对不符合规定的 24

名执业人员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从而提

高了注册会计师的执业信誉，保证了注册会 计

师的执业质量。

3. 采取多渠道开展培训，提高注册会计师

的执业水平。

4. 认真组织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首先，

抓好宣传，使 1995 年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

人数达 2 893 人，比 1994 年增长 27.4% ；其次，

抓好考前辅导工作，参加在兰州举办的考试辅

导班的共有 400 人；第三，认真组织，使考试工

作万无一失。

5. 加强业务监督。1995 年，协会组成 3 个

检查组对兰州 14 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业务检

查，即主要是检查人员到位情况，核实 1994 年

度业务收入及分配情况，抽查注册会计师工作

底稿。针对存在问题，采取措施加强和完善了内

部管理制度。

（五）开展会计理论研究和优秀论文评选活

动，积极推动会计改革

1. 加强学会建设。甘肃会计学会成立于

1979 年 11 月，挂靠甘肃省财政厅，第一届理事

会从学会成立之日产生，任期到 1984 年 11 月，

正副会长 6 人，理事 61 人。第二届理事会从

1984 年 11 月到 1989 年 5 月，正副会长 8 人，

理事 73 人。第三届理事会从 1989 年 5 月至

1995 年 9 月，正副会长 8 人，理事 61 人。第四

届理事会从 1995 年 9 月成立，正副会长 7 人，

理事 67 人。

2. 积极开展学会活动。①创办刊物。1980

年创办了《财会动态》，1985 年与其他刊物合并

为《财会研究》，由财政学会、会计学会和财政研

究所公开发行。②创办学校。1981 年创办了甘

肃省职工财经学院，1984 年创办了甘肃省财经

职工中专，以后财经职工中专学校与甘肃省财

经学校合并。③主办学术会议。1993 年 8 月主

办会计改革教育研讨会，有全国 22 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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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 所中专学校的教师等 59 人参加。④积极

组织论文研究。1994 年，根据中国会计学会的

研究课题，组织发动兰州大学经济系、兰州商学

院会计系和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几所高

等财经院校参加，其中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会计系副教授杨隆骞研究的“资金结构说”中

标，1995 年实施完成上报。⑤积极开展优秀论

文评选活动。1994 年 10 月，对 1992 年 5 月至

1994 年 4 月发表的财会论文进行申报评选，其

中一等奖 4 项（教材、论文各 2 项），二等奖 5 项

（教材 1 项，论文 4 项），三等奖 7 项（教材 2 项，

论文 5 项）均颁发了证书，予以奖励。同时，将前

7 项成果推荐到甘肃社科联参加评审，有 4 项

得了奖，其中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推动了

甘肃省会计理论研究与改革的深入发展。

二、预算会计管理工作

（一）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管理

全省各级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人员 120

人，其中省级 4 人。1995 年，广大总预算会计人

员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积极完成了日常总预

算会计核算工作，办理预算收、支、拨款、往来

款、预算周转金、财政专项资金及预算外收支等

会计事项；及时组织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和国库

之间的对帐；及时协调财、税、库之间的协作关

系，协助同级国库正确、及时地办理预算收入的

收纳、划分、报解和库款的支拨，保证帐务真实、

完整、准确。其次，认真做好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的反映工作。组织、汇编旬、月、季会计报表；组

织审查、汇编事业行政单位会计决算；完成上下

级财政之间的年终结算工作。第三，做好资金调

度工作。1995 年在财政资金严重紧缺的情况

下，甘肃省级总预算会计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妥

善调度预算资金。一方面配合征收机关督促预

算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另一方面严格把关预算

用款单位拨款，促使单位合理节约使用资金，保

证各项生产建设资金的供应。

（二）国库会计管理工作

全省各级国库共办理各项业务 711 万笔，

收纳、划分、报解国家预算收入 74 亿元，划拨各

级地方预算支出 82 亿元，及其他国债业务数亿

元。

（三）积极开展预算会计电算化

定西地区预算系统自 1991 年开始试行用

微机进行会计帐务处理，现总预算会计 80 % 以

上的业务通过微机处理，大大提高了预算会计

工作质量。

三、基层单位会计工作

从甘肃会计工作的总体看，绝大多数企业

会计基础比较扎实，内部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甘

肃省饲料公司，在抓好会计基础工作，强化会计

管理职能方面作了以下工作：①规范会计操作

程序，保证会计核算质量。在记帐上力求标准

化，审核上严把“三道关”，分析上不断深入，归

档上坚持及时性。②健全内部财务制度，强化会

计监督职能。在建立会计岗位责任制，健全各项

会计核算制度方面突出一个“细”字，管理资金

和管理费用方面强调一个“严”字。临夏州医药

公司为了管好用活资金，充分发挥资金效益，在

企业内部实行资金统一筹集，扶优限劣，有偿使

用，跟踪检查的管理办法，使企业购销两旺，占

领了医药保健品市场，效益逐步增长；兰州第三

毛纺织厂“转变观念，拓宽企业的生财之路”，其

作法：一是把财务工作从过去以物资流转为中

心，转向以资金核算为中心。二是把财务工作从

记帐算帐为中心，转向以企业资金营运为中心。

三是把财务工作从以开支把关为中心，转向以

提高资金效益为中心。1995 年销售收入突破

1.88 亿元；追回欠款 1 617.43 万元；收回已核

销的坏帐 119.1 万元；向交通银行参股 100 万

元，投资回报率达 20% 以上。

（甘肃省财政厅供稿  吕玉娥执笔）

青海省会计工作

1995 年，青海省地方会计工作，在推进会

计改革，加强会计管理和法规制度建设，大力发

展注册会计师事业，开展会计理论研究，组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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