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应收票据 一般不计提坏账 准备。从

2006年的季报与半年报来看，尚没有上

市公 司对其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这

也是众多上市公 司青睐于通过商业票据

进行结算的重要原因之一。如 将本应计

入应收账款的超过一年的结算金额计入

应收票据，不计提坏帐准备，就可以 虚

增企业利润。尤其是在采用大额商业票

据结算方式时，虚增利润金额较大，会

造成财务信息的严重失真，为控股股东

侵占上市公 司利益提供掩护。

四、结论与应对措施

通过前文分析发现，上市公 司关联

方票据结算行为有可能被控股股东利

用，成为一种隐蔽性 强、易于操作的利

益侵占方式，因此，笔者认 为应该采取

以下措施加以规范。

1、强化 票据结算监管与审查，控制

票据结算风险。当初为了有效解决企业

间三角债等问题，央行提倡应收账款票

据化。但是由于我国票据结算监管和银

行审查程序尚有待完善与细化，仅靠企

业信用来推动应收 账款票据化，会造

成银行风险的大幅度聚集，或者企业间

不良账款的转移，“三角债”变成“三 角

票”，进而造成票据市场的混乱，使企

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因此，要完善

票据结算监管与银行审查程序，包括对

公 司关联方应收票据行为的审查与风险

控制。

2、规范票据结算的会计与信息披

露规 则。首先，尽管新的会计准则已经

要求公 司对应收票据计提减值准备，但

是其执行情况还不尽人意，这就需要注

册会计师及监管部门充分认识这一风险

并严加监管。其次，目前我国现金流量表

的编制基础是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其中

不包含应收票据。当公 司销售产品 取得

商业 汇票而非货币资金，又将这些应收

票据背书后支付供应商货款，或者向银

行贴现以获得现金时，会导致两种后果：

如 果将应收票据背书支付货款，虽然起

到了支付工 具的作用，却不能计入现金

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使该部分款项游离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之外；如果将应收票据进行贴现，就

具有了筹资的功能，收现额应计入“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之中。在采用商业

票据结算较少的情况下，该种做法对现

金流量表的影响并不大，但在商业票据

发生较多的企业，就会导致公 司收现金

额与销售收入的严重偏离，也有悖于企

业的真实状况。笔者认 为应对现金流量

表进行改进使中小投资者得到更加真实

可靠的信息。最后，应当完善上市公 司

票据结算的信息披露，包括票据结算关

联 方、票据结算发生额及余额、票据的

数量、到期日、票据的去向与计提减值

准备的情况等。

3、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 司

治理机制。消除类似运用“票据运作”来

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强化监管，加

大惩戒力度，从根本上遏制控股股东侵

占上市公 司利益与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 为发生。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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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

近日，财政部公布了《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 办法》），从 2008年3  月  15日起施

行。《 办法》的出台对于规范和加强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提高使用效益，促进公 共财政体系的建设和社

会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 办法》一是确立了目标原则。即坚持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原

则，推行实物费用定额制度；坚持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坚持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实物管理与价值管

理相结合的原则。二是理顺了管理体制。规定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财政部、主管部门监

管，单位占有、使 用的管理体制。三是明确了管理职责。即财政部是负责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

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施综合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中央

级事业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四 是规范了配置程序。中央级事业单位资产配置

应当符合规定的配置标准；没有规定配备标准的，应当从严控制，合理配备。同时明确了中央级事业单位申请用

财政性资金购置规定限额以 上资产的报批程序。五是严格了日常监管。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购置、验收

入库、维护保管以 及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都作出了严格的规 定。六是完善了收入管理。中央级事业单位对外

投资收益以 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等取得的收入应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和财政国库收缴管理的规定上缴中央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七是强调了制度建

设。要求主管部门、中央级事业单位根据本办法和实际情况，制定本部门、本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并

分别报 财政部和主管部门备案。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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