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九条  审计、财政、 税务机关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对金融、保险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下列监督、检

查：

一、监督成本条例、本实施细则及其它各项成本制度的执行；

二、对违反法规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

三、检查成本管理的其它有关问题。

第三十条  各级金融、保险企业都应接受中央财政派驻机构和当地审计、财政、税务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犯有成本条例第三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企业，除按照财务、税

收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外，对企业及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还要按成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

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犯有成本条例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八条所列行为，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或行使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职权的企业领导人以及财会人员.对明知

是违法行为，却不抵制、不揭发的应与违法行为直接责任人同时受到处罚。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但没有发生成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所列行为的企业

和个人，由企业主管部门、财政机关给予批评，并限期改正。

第三十五条  对坚持国家政策、维护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揭发和检举违法行为的人员，由政府或财政机

关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表扬或适当的奖励。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随同成本条例实施，过去有关规定凡与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相抵触的一律废止。
第三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各专业银行总行和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可以根据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

结合本系统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从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开始试行。

法规介绍
对《国营金融、保险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的几点说明

财政部商贸司

过去，金融、保险部门一直是作为行政事业单位进行管理的。近几年来，金融保险企业逐步实行企业化管理

后，由于有些制度不够完善，某些内容已与当前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为了加强金融、保险企业的成本管理，财政

部根据《 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 的规定，结合金融、保险企业的特点，制定了《国营金融、保险企业成本管理

实施细则》 。《 细则》 在原金融、保险企业财会制度和有关财经法规的基础上，主要作了以下变动：

一、修订了成本开支范围，调整了成本项目

首先，打破了原银行、保险公司成本支出的格局，将成本项目基本分为：各项利息、保险赔款、业务费、管理

费和其他支出。同时根据成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将原来非营业支出中的离休、退休、退职费、丧葬抚恤费、

病休人员工资，改列为营业外支出，不列在成本中开支。这样，金融、保险企业的成本开支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

的概念。

其次，为了在成本开支范围上同工业、商业、外贸等企业的口径相一致，《 细则》 中增加了固定资产修理费

项目，取消了原在利润留成中开支的房屋修缮费项目。
另外， 《 细则》 参考了各专业银行有关财务规定，将原金融，保险企业的各项费用开支，划分为业务费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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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费，分别进行管理，改变了过去业务人员开支和管理人员开支混在一起的状况。这样，既可保证业务发展

的需要，又便于严格控制经费支出。

二、规定了成本核算原则，防止成本开支不实

为了准确计算本期成本， 《 细则》 中规定，银行预提的应付未付定期储蓄存款利息，可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

进行核算。具体提取和冲销办法，由各专业银行与财政部门协商制定，在没有统一的规定之前，不得随意提取和

冲销。另外，《 细则》 还规定必须划清成本开支与营业外支出的界限，固定资产修理和固定资产购置与基本建设

的界限以及本期成本与下期成本的界限。这样，可使企业进一步明确本期成本开支范围，防止乱挤乱列成本。上

述界限的具体划分，由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在财务管理办法中进一步明确。

《 细则》 中还对低值易耗品的划分标准作了新的规定，即对一些单价超过200元，但容易损 坏 的用具，允许

在低值易耗品中列支。同时，对低值易耗品的分摊办法也作了规定。
三、明确了成本管理责任制，增加了监督和制裁内容

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没有企业领导的重视，没有各职能部门和广大财会人员的努力，没有相应的经济责任制

是不行的。以前，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财会制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很好地明确。这次，在《 细则》 中把成本管

理的任务，明确落实到行长、经理、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和财会人员身上，并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
《 细则》 中对监督、制裁等问题也作了规定。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当地财政、税务、审计部门，对企业的

成本管理有权进行监督检查。对于在成本管理中的有功人员，要给以奖励，对于违法行为，要根据情况分别给予

不同的制裁。这样规定，有利于各方配合，共同搞好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

法规介绍
财政部发出《外贸企业简易建筑费管理办法》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以（86）财商字第 196号文发出《外贸企业简易建筑费管理办法》 ，内容如下：

为了加强外贸企业简易建筑费的管理，切实提高简易建筑费的使用效益，以增加外贸仓储能力，改善出口商

品储存条件，适应外贸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原则

简易建筑费是国家财政的专项拨款，在管理上实行以下原则：

（一）专款专用。对简易建筑费拨款，必须专户存储，按规定用途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截留和挪

用。

（二）计划管理。简易建筑费实行计划管理，统筹安排，重点使用。首先安排用于改善那些不宜露天存放的

易损、易变、易霉和经济价值较高的商品的储存条件，和重点收购地区和重点口岸的需要。
（三）简易小型。无论建筑或购置，都要既求坚固实用，又要做到简易小型，努力降低造价，节省开支.不

得用于基建性新建和改建、扩建以及购置大型机械设备。

二、使用范围

（一）简易建筑费规定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修建简易仓库、货棚、货场、晒场、装卸货台、仓库垫地和各种生产用池（如水海产池、肠衣池、蜂蜜

池、酒池等）。

2 、为保管鲜活商品就地土法挖窖掏洞。

3 、为修建简易仓库、货棚、货场、晒场、装卸货台及各种生产用池而征用土地的征地费（不包括属于基建

性质的拆迁补偿费）。

4 、自制或购置简易输送设备，包括输送带、升降机、码垛机、装载机、吊车、地磅、电葫芦等，以及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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