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呆帐准备金中核销，年终结存的呆帐准备金可以结

转下年继续使用。下年初各类贷款呆帐准备金余额达

不到或超过最高 限额部 分，需补 提或冲 减呆帐准备

金，以后年度 收回 已核销的呆 帐，应冲回呆 帐准备

金。为了反映各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的提取、核销和收

回情况，设置了这张报表，根据有关帐目记录填列，

其中“本年核销数”，各总行、省分行、地（市）分

行应按规定的权限核销，并分别填列。利润表营业外

支出中的“贷款呆帐准备金”项目，反映当年各行根

据贷款年初余额的一定比 例计算出的金额减去上年结

转数后的差额，即当年的贷款呆帐准备金的调增调减

数。

问：金融、保险 企业如何 填列 “境外企业汇总

资产负债表”和“境外企 业汇总损益计算表”？

答：根据财政（89）财商 字第31号文件规定，我

国企业在境外开办的分行、分公司，开业满五年的，

当年盈利交纳所得税 后的20 % 汇 回国 内上缴 财政，

10% 汇回国内上交主管单位。为了反映 金融、保险企

业的境外企业的财务状况，增补了这两张报 表，由独

资企业根据境外企业 报送 的有 关报 表汇总填列。各

行、公司以合资形式开办的境外企业，不填列上述报

表，但应转报这类合资形式的境外企业的报表，并在

总行、公司的利润表中填列“境外企业上交的利润”

项目，反映境外企业利润 按规定汇回国内的部分。

综 报
合 道 西南地区会计管理工作协作

会议对深化会计管理工作的意见

西南地区会计管理工作第四次协作会议，于1990

年 9月上旬在四川省平武县举行。会议在交流会计管

理工作经验、充分肯定近年来会计管理工作成绩的基

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会 计管理工作提

出了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完善财会立法，建立强有力的会计工

作监控机制。首先要明确赋予财政部门和会计管理机

构执法的职责和权限，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现有会计

管理机构，以便配合监察、审计、司法等部门认真执

行财会法规和制度，抓好典型案例的查证和处理。同

时，在企、事业单位要全 面 建 立起 经济信息反馈制

度。其次，对单位的会计工作要有严格、过硬的“达

标升级”制度，凡会 计工 作在限期内不能达标的单

位，国家在投资或资金安排上要作适当限制。对于各

单位自拟的规章制度，要建立严格的审批手续，以避

免与国家规定相冲突。第三、各独立会计核算单位的

会计报告，要经过国家批准的注册会 计师公证，以保

障会计数据的准确可靠。对于国有资产的价值及其转

移，也要由注册会计师办理评估和公证事宜。第四，

对财会人员的管理，可考虑实行单位和主管部门 “双

重”管理的体制，并从立法上保证财政部门有权处置

打击报复财会人员的案件，为财会人员依法履行监督

职责创造条件。

二、明确会计管理工作的主体目标和任 务，使会

计管理工作走上正轨。大家认为，目前会 计管理工作

机构不健全，人员偏少，特别是基层单位显得更为突

出。因此，要充实基层机构，逐步克服那种由于人少

事多，临时突击勉强完成任务的被 动局面；要把会计

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转移到为基层会 计建设服务的轨

道上来，抓住会计法规和制度建设这个主要环节，把

各项会计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大家一致认

为，会计管理工作的重心应放在提高基层会计工作水

平，提高会计人员 业务水平上，把为基层会计工作和

会计人员服务作为我们会计管理 工作的长期任务。循

着这个方向，合理安排 各项工作，使会计管理工作逐

步走上轨道。

三、逐步建立会计科学研究的专业队伍，并把科

研成果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推 动 会计改革的深

入发展。要把会计科研同当前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紧密地联系起来，确定当前必须完成的科研课题。要

在会计学会的配合下，组织必要的 专业人员有计划地

完成会计科研任务。同时，要做好会计科研成果的推

广运用工作，以促进会计工作的深化。

（郜敬 宇）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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