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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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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适应股份制试点企业的特点和管理的需要，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1.股份制试点企业从事单一经营的，应执行相应的分行业财务制度和本规定；实行多种经营的企业，按其主营

业务性质，执行相应行业的财务制度和本规定。

2.股份制试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标准和折旧按分行业财务制度的规定执行。如发生选定的折旧年限短于国家规

定折旧年限的，在纳税时要按国家规定的最短年限进行调整。

3.股份制试点企业仍实行计税工资办法。计税工资标准由主管财政、税务机关按企业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

本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收入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原则进行核定。

4.股份制试点企业支付的滞纳金和罚款支出仍在营业外列支，其中滞纳金和罚款应在纳税时进行调整。

5.股份有限公司税后利润，按《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规定的顺序进行分配。

6.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费用支出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要进行调整。

三、本规定从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旧起执行。

四、股份制试点企业在贯彻执行《企业财务通则》和分行业财务制度以及本规定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

告我部。

1993 年 6 月 17 日

贯彻执行新制度

财政部关于实施《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务制度》

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93）财外字第 485 号

为了贯彻落实《企业财务通则》和《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务制度》，做好新老财务制度的衔接转换工作，根据我

部（93）财工字第 199 号文件精神，现对国有对外经济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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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执行新制度问题

经批准并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主管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企业，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仍执行《对外经

济合作企业财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不得同时执行其他行业财务制度，也不得在执行中随意改变。

外经企业下属的具有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公司或分公司，可根据主营业务情况，执行相应行业的财务制

度，年终将其财务报表合并编入总公司外经企业财务报表，保持企业原财务隶属关系不变。

二、关于企业现有各项资金的处理

企业国家基金作为国家资本金。企业接受其他单位投入的资金，作为法人资本金。

企业应付工资和职工福利基金余额转作流动负债管理。

对职工福利基金赤字，企业按照下列顺序抵补：职工奖励基金、大修理基金、企业发展基金。抵补后的职工奖励

基金余额转作流动负债管理，大修理基金结余转作预提费用，用于支付企业新发生的修理费用；大修理基金赤字转

作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分期摊入成本、费用。企业发展基金转作盈余公积金。

企业改造成股份制或进行合资合营，应将公积金转为资本金。

三、关于汇兑损益的处理

企业 1993 年 6 月 30 日以前发生的经财政部门核准暂挂的汇兑损益，计入资本公积金。1993 年 7 月 1 日以后

发生的汇兑损益按新制度规定执行。

四、关于超过三年应收帐款的处理

企业超过三年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帐款列作坏帐损失，应当报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

企业对实行新制度以前的应收帐款，应进行清理分析，属于三年以上的应收帐款单独反映，其中确实不能收回

的，报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后分期处理。

五、关于改变固定资产划分标准等问题的处理。

改变固定资产划分标准后，原固定资产转为低值易耗品的，其净值部分按照低值易耗品摊销办法一次或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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