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断更新变化的形势要求，不符合财政部“保证会计人

员每年有一定时间用于学习和参加培训”的有关规范

会计基础工作的要求。同时从调查中看出，会计人员

培训工作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得比较好，而在经济欠

发达和落后的地区就相对较差。

调查还显示，大多数财会人员希望参加的培训依

次是：①会计电算化知识与技能；②财务管理和财会

技能；③新税制财务；④股份制企业财务与会计；⑤

国有资产管理知识等。这些充分反映了广大财会人员

迫切要求学习和掌握微机等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企业

财会知识与技能及相关经济管理业务知识的迫切愿

望。从以往纯粹的记账算账工作，逐渐转向以资金运

作和资产的保值增值为中心的综合财务管理，发挥财

务工作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核心作用，这将是市

场经济发展和财会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通过对在职旅游财会人员进行问卷填表方式的摸

底调查，国家和省、地市级的旅游财务主管部门了解

并掌握了本行业、本地区财会队伍的基本情况，为更

规范、更有效地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有针对性地对财

会人员进行分层次、分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等

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了基本情况和工作依据。

四、恢复刊发《旅游财会信息》，为各旅

游主管部门及企业提供行业财会信息资料

1996 年国家旅游局重新恢复刊发了《旅游财会

信息》，当年印发两期，分别发送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旅游局、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中央部

委在京旅游企业等约 200 个单位。《旅游财会信息》

主要登载全国和各地区旅游企业经营效益情况及各项

经济指标数据，反映和分析旅游行业各类企业的经营

业绩与平均水平，及旅游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与困难，通报旅游财会工作动态等。

这项工作为引导各级旅游主管部门促进企业实现

经营和发展的 “两个转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利

用印发和通报信息的形式加强了会计报表数据分析的

工作力度。运用财务指标分析的现代科学方法，有效

地试行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中

央部委在京旅游企业的年度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尤

其是经营效益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并及时将分

析评价的结果呈报领导和国家有关综合经济部门、以

及各省市区旅游局，不仅为各旅游主管部门有效地指

导和管理全国和各地区旅游企业，调整行业发展政策

提供了参考与决策依据；同时也反馈给企业，为各旅

游企业比较本企业在行业中的效益水平、调整企业经

营方针、策略与措施等，提供了指导性经济指标数

据。

（国家旅游局财务外汇管理司供稿

  马 洁  杨宏伟执笔）

供销合作社

财务会计工作

1996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紧紧围绕把基层供销

社真正办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个根本目标，坚持为

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办社宗旨，转换经营机制，

大力加强基层供销合作社建设，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96 年末全系统资产总额

4 96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3 % ，所有者权益总额 8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 % ，实现销售 5 527 亿元比上年增

长4% ，全系统 1996 年度上缴国家税费 73 亿元。这

些成绩的取得，同供销合作社系统财会工作的加强也

是分不开的。1996 年，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财会工作，

积极参与并推动改革，强化管理，提高工作质量，维

护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为供销合作事业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一、围绕大力开展“基层供销合作社建

设年”活动，做好扭亏增盈、发展社员股金

和专业合作社工作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确定 1996 年为“基层供

销合作社建设年”，把加强基层社建设作为供销合作

社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工作。各地供销合

作社的财会工作紧紧围绕这个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

工作：一是努力做好基层社的扭亏增盈工作。各地围

绕大力开展“基层供销合作社建设年”活动，开展基

层社扭亏增盈目标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基层供

销合作社亏损单位亏损额占全系统亏损单位亏损额的

比重由 1995 年的 34 % 下降到 1996 年的 29.6 % ，基

层供销合作社资产负债率 1996 年为 73 % ，比上年降

低了 1 个百分点，资产总额比上年增长了 13 % 。天

津、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海南、陕西、山

东、甘肃等地基层社都比 1995 年有较大幅度的减亏。

山东省亏损的基层社比上年减少 40 个，亏损额减少

221 万元，黑龙江省亏损的基层社比上年减少 32 个，

亏损额减少 1 227 万元，河北省无经营性亏损基层社

的县（市）达 44 个，比 1995 年增加了 30 个。二是

大力发展社员股金。到 1996 年末，全国基层社的社

员股金 1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 ，进一步提高了

社员股金占自有资金的比重，密切了供销合作社与农

民的经济利益关系。三是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到

1996 年底，全国各地组建以种养业为主的各类专业

合作社 12 050 个，规范了专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

会计核算，进一步增强为农服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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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性亏损的处理有了突破性的进

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各地供销社政策性亏损的

研究和处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96 年 4 月份，国

务院公布了研究解决供销社政策性亏损问题的会议纪

要，中央对政策性亏损明确了处理原则和处理方法。

到 1996 年底，对供销合作社 1993 年棉花贴息贷款、

农民陈欠预购定金的损失挂账的处理作了具体布置和

落实。各地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了对地方政策性亏损

的清理、核实，不少地区已落实了具体解决办法。

三、完善制度，加强系统财务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的管理。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制定并下发了《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管

理暂行规定》，为社有资产的经营使用和保值增值的

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各地供销合作社十分重视社有

资产的管理，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

法，山西省、安徽省淮南市等地供销社成立社有资产

管理委员会负责对社有资产的全面管理，广东省番禺

市、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等地供销社对资产购置、调

出、变卖、投资等实行了严格的审批制度，还有不少

地区把社有资产保值增值纳入企业经理目标管理责任

制、承包经营责任制。

二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制定并下发了《供销

合作社税后盈余分配管理办法》，规范供销合作社税

后盈余的内涵及分配程序，保障社有资产的受益权，

维护入社社员的权益。

三是为发挥供销合作社合作与联合的优势，提高

各级供销合作社联社的协调能力，逐步建立供销合作

社互助合作发展基金，制定了《供销合作社互助合作

发展基金管理办法》，明确了互助合作基金建立的办

法。

四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城镇集体企

业、事业单位开展清产核资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

求，对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清产核资试点工作进行了

布置和要求，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好清产核资工

作中的有关政策问题，1996 年全系统两千多个单位

开展了清产核资，积累了经验，为扩大试点和全面铺

开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

四、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加强财会工作

管理

按照《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 进一步

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的通知》精神，各地供销合作社在

当地财政部门的指导下，认真开展了会计工作秩序的

整顿，对会计工作实行规范化管理，全面提高了会计

工作质量。各地供销社把会计基础工作作为经济管理

工作的重要基础，与改善经营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内部各项管理制度，严格按

照“两则”、“两制”的统一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

管理，使财务管理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了较大的

提高。

会计电算化在全系统进一步推广。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组织开发并推荐统一使用的 A C990 会计软件已

在全系统 80 % 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供销合作

社得到了使用，1996 年组织会计电算化培训超千人，

为统一会计电算化工作的管理、逐步实现会计工作现

代化打下了好的基础。

五、加强了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的财务

管理

各级供销合作社理事会加大对所属企业的改革力

度，转换经营机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科学规

范管理，健全和完善了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一是

建立健全了社属企业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企业

的财务运行机制。二是加强对社有资产的管理，建立

社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管理和考核机制。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对直属企业实行以社有资产保值增值为

核心内容的任期效益目标管理责任制。三是加强了对

所属企业财会人员的管理，江苏、浙江等省供销合作

社对直属企业财会负责人实行统一聘用、统一管理，

加强了财务监督和约束。四是加强了对社属企业的子

公司或二级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供稿

  刘林祥执笔）

航天工业

财务会计工作

1996 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

司）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和总公司第二

次财务会计工作会议精神，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的

基础上，顺利完成了本年度财务会计工作的各项任

务，同时认真总结 “八五”财务会计工作的经验教

训，研究和安排“九五”财会工作，为“九五”财会

工作开了个好头。

一、强化财务会计管理

1996 年，总公司财务部及时转发、贯彻财政部

等有关部门制发的各项财务会计政策，督促各单位严

格执行；同时根据航天财会工作的现状，从公司化经

营管理的高度，要求各级、各单位强化财务会计管理

职能，明确提出了变 “报账会计”、“记账会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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