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关于经贸教育补助资金的财务管理问题

为了支持经贸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经贸人才的培养，解决经贸教育事业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实行“集资办

学”的办法，由经贸院校向用人单位筹集部分事业经费。外贸企业自愿支付的经贸教育补助资金，计入营业外支出。

经贸院校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财政拨入事业经费以及自筹基本建设之不足，不得挪作它用，并如数列入年终决算

报送主管财政机关审核批复。财政部、经贸部联合印发的《筹集经贸教育补助资金规定》相应废止。

七、关于编报外汇收支情况表问题

外贸企业统一执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后，为了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促进企业加强外汇核算，除按

规定编报月份、年度会计报表以外，年度终了时必须加报《外汇收支使用情况表》，系统地反映企业出口收汇、进口

用汇以及自有外汇的来源、使用和结余情况，随同年度会计报表一并报送主管财政机关。报表格式，将另行印发。

八、关于年度财务报告的审核批复问题

按照《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按期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应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查签字后，报送主

管财政机关。外贸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属于外商投资性质和股份经营组织形式部分，应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查签

字；属于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部分，如不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审查条件，则应由主管财政机关直接审核批复。

九、关于企业多种经营如何执行新制度问题

外贸企业开展科、工、贸多种经营，组建集团性质的经济实体后，如何执行新制度，应视其主营业务而定。凡以

商品流通为主营业务的、具备法人资格的独立核算企业，应执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对企业内部的某些独立

核算单位如不以商品流通为主营业务，可按其业务性质执行相应的财务制度。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内部管理

需要，可制定内部的财务管理规定，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十、关于新的财务制度组织实施问题

新的财务制度由各级财政机关按照企业的财政预算管理级次组织实施，即：中央外贸企业由财政部组织实施，

地方外贸企业由地方财政厅（局）组织实施。各级财政机关要认真部署，加强外贸企业在新旧制度转换中的指导、检

查、监督，保证企业顺利地向新的财务制度实现平稳过渡。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以便进一步补充

完善。

1993 年 6 月 7 日

贯彻执行新制度

财政部关于金融保险企业贯彻实施新的

财务制度有关衔接政策问题的通知

（93）财商字第 176 号

为了贯彻落实《企业财务通则》和《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做好新老财务制度的衔接转换工作，现就国有金

融保险企业执行新的企业财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国家资本金的核定问题

国家专业银行的国家信贷基金、固定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余额核定为银行的国家资本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的保险总准备金、固定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余额核定为保险公司的国家资本金；其他国有金融保险企业的国家信

贷基金（保险总准备金或资本金）、固定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余额核定为国家资本金。

国有企业实施新制度以前通过利润分配转增的信贷基金（保险总准备金或资本金）作增加国家资本金处理。

国家各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以信贷基金（保险总准备金）垫付购置的电子设

备，以 1993年 6 月 30 日为准，其尚未用设备折旧基金归还的部分，不再以设备折旧款归还，改按新制度执行。

二、关于政策性停息（计息）挂帐贷款的利息收入确认问题

凡国务院批准实行停息（计息）挂帐的政策性贷款，可暂不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核算利息收入，但挂帐期满

后，应改按规定的核算方法计算和确认当期的营业收入。其中，实行计息挂帐的贷款，挂帐期间的应收利息应于挂

帐期满后计入当期的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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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新制度实施以前企业应收、应付款项的处理问题

截止新制度实施之日，银行以前年度的应收未收利息余额仍按老办法处理，暂不纳入企业的当期损益核算；实

际收回时，直接计入企业的营业收入。

企业计提坏帐准备金，以新制度执行以后新发生的应收帐款年末余额作为基数，按规定计提和使用。

新制度实施以后银行已预提的应付未付利息，其余额不再处理，但 1991 年底的应付未付利息余额仍按现行办

法处理。

四、关于奖金进成本问题

鉴于金融保险企业未实行税利分流和工效挂钩办法，考虑到今年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较大，国家各专业银

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奖金今年暂不计入成本，由企业在提取盈余公积金、公益金并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后的利

润中按照财政部核定的比例提取，转作流动负债管理，从明年起再视财政状况逐步计入成本。其他国有金融保险企

业奖金计入成本问题，由同级主管财政机关确定。

五、关于金融、保险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问题

新的制度实施后，国家对各类金融保险企业统一实行 55%的所得税税率。国家另有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

行。除此以外，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得自定税率，也不得越权减免税收，或者乱开减收增支的口子。

六、关于利润分配问题

1.新制度实施以后，取消目前国家专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税前利润中承担的专项能交基金上交任务

和调节税，税后利润免征能交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2.国家各专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后向投资者分配利润的数额或比例，由财政部分别核定；其他国有金

融保险企业税后向投资者分配利润的数额或比例由同级主管财政机关确定。

3.国家各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税后利润计提公积金、公益金的比例由财政部分别予以核定。其他国有金融保

险企业公积金、公益金的计提比例由同级主管财政机关核定。

4.财政部在核定国家各专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积金、公益金的比例，并核定上交财政的数额或比例

以后，分别不同情况核定各专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后利润中提取奖励金的比例或数额。其他国有金融保

险企业奖励金的比例由同级主管财政机关核定。

七、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财务分配体制问题

实行新制度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现行 30%的固定赔付率相应取消，并继续实行保险国内业务收入中央与地

方财政五、五分成的体制，但地方分成收入只限于保险企业上交的所得税，不参与税后利润的分成；同时，为解决保

险分公司国内业务发生较大亏损，地方财政不能及时弥补的问题，地方财政分享的 50%收入平时先按季交入中央

金库，年终统一清算后再按规定返还地方财政应得的分成收入。

八、关于会计决算的编报问题

为做好企业会计决算的编制和批复工作，各类金融、保险企业应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认真编制决算报表，鉴

于新制度从 7 月 1 日起实施，上半年和下半年的财务分配体制不同，主管财政机关在批复 1993 年决算时，按新旧财

务体制分别清算。

除上述事项外，其他有关政策衔接问题按照财政部（93）财工字第 199 号文件执行。

1993 年 6 月 15 日

贯彻执行新制度

财政部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执行《企业财务通则》

和分行业财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93）财改字第 20 号

一、根据《企业财务通则》和分行业财务制度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所有企业的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从 1993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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