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16万元，结算沉淀资金增加存款6 000万元。

四、以统一会计科目为核心，构建统一会计制

度体系

统一会计制度是贯彻新《会计法》的必然要求，是统一

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体制的前提，是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完

整性和可操作性的必要条件。建设银行从 1999 年 4 月开始，

专门成立了统一会计制度研究小组，着手设计、修改全行会

计制度体系。新会计制度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即会计基本制

度、会计核算制度和会计核算操作规程。会计基本制度主要

规范会计核算与管理的基本要求，明确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

及标准；会计核算制度主要明确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会计报表等；会计核算操作规程主要是分别不同业

务，明确岗位要求和操作程序等。由于制定统一会计制度涉

及面广、难度大，因此，建设银行采取了分步实施的办法。

2000 年以统一会计科目为核心，构建了统一会计核算制度，

包括本外币业务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

以及会计核算手续。这次会计核算制度的修改，第一次在会

计科目设计上体现了本外币一体化，充分考虑了商业银行流

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管理要求，同时注重了可操作性、

匹配性、前瞻性和重要性原则，为今后制定统一的会计制度

体系创造了条件。

五、加强报表管理，提高报表质量

一是顺利完成1999 年度会计决算的审核、编报和分析

工作。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全行各项业务活动和经营成果，建

设银行总行对各分行上报的会计决算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汇

总和分析，对发现的一些问题，如委托贷款超委托基金问题

等，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改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准确依

据。并及时准确地向财政部、人民银行报送了建设银行

1999 年度的财务会计决算，得到财政部的通报表扬。

二是加大了日常会计报表的管理力度。上半年，按照

《中国建设银行会计报表考核办法》对全行的报表编制情况

进行了考核，下发了《关于1999 年下半年会计报表编报情

况的通报》和《关于 2000 年上半年会计报表编报情况的通

报》，进一步规范了全行报表的管理。

三是布置2000 年年度会计决算工作。建设银行行长王

雪冰在2000 年中国建设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上强调指出：

“各行要按照总行办理财务会计决算的要求，充分利用办理

年度决算之机，清查核实各项资产、负债和权益，认真核实

各项财务收支，做到实事求是，不隐瞒，不虚报，确保年终

财务会计决算各项报表数据真实、完整、准确”。为切实做

好 2000 年年终财务会计决算工作，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制定下发了全行会计决算文件，完成了年

终会计决算软件的修改，并在浙江温州召开了全行会计决算

会议，对会计决算工作进行了统一安排部署，力争通过年度

会计决算摸清建设银行资产、负债和权益状况。

六、集中采购全行出纳机具

为节约全行出纳机具采购费用，统一全行出纳机具型

号，保证全行出纳机具的使用安全，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集

中采购管理办法》，建设银行会计部对全行出纳机具实行了

集中采购。在招评标基础上，共采购进口点钞机1 939台，

国产点钞机18 896台，复点机1 718台，清分机 156 台，美

元鉴别器1 211台，全自动捆钞机1 133台，普通捆钞机1 589

台。共计采购出纳机具26 642台，总计支出金额2.07 亿元，

比各行零星采购节约0.3 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供稿  陈德执笔）

保险行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00 年我国保险行业以发展为主题，以管理为重点，

以效益为中心，在改善经营、产品创新、开拓市场诸多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

要作用。2000 年全国保费收入1 595.9亿元，同比增长

14.5% ，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3 373.9亿元，比年初增加

649.5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598.4 亿元，同比增

长14.8% ，占保费总收入的37.5% ；支付赔款305.9 亿元，

赔付率 51.1% ；费用率 11.7 %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上缴营业税 50 亿元，同比增长 5.7 % 。人身险：保费收入

997.5亿元，同比增长 14.4% ，占保费总收入的 62.5% ，

提取各项准备金2 802.8亿元；支付赔款和给付221.5 亿元，

同比增长23.5 % ；除个别公司，多数寿险公司实现了扭亏

为盈。

在保险业务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经过全体财务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保险行业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资金运用和

财务监管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加强会计基础建设，积极推进分险种核算

工作，改善会计信息质量；改革创新，为寿险新产

品的引进和发展及时提供财务核算支持

2000 年是新《会计法》实施的第一年。结合新《会计

法》的要求，各中资保险公司的经营者普遍强化了依法经

营，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的认识，加强了会计基础建设和对财

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尤其是在会计核算系统

的统一性、开发分险种核算系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中

资公司与外资公司在会计核算水平上的差距有所减小。例

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根据寿险业务的特点和公司内部管理

体制的要求，制定和下发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会计核算办

法》，进一步完善了会计核算体系；同时在全系统内大力推

广总公司统一开发研制的财务核算软件，为提供及时、完整

和准确的财务信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平安保险公司经过半

年的研究、开发和测试后，产险业务的分险种核算财务系统

于2000 年下半年正式启用，会计核算水平明显提高，增强

了财务信息对经营决策的支持能力。

2000 年是寿险业的产品转型年，国外的主流寿险新产

品开始落户中国，成为国内保险市场的一大亮点。自 1999

年10 月中国保监会批准平安保险在上海试办“世纪理财”

投资连结保险，2000 年 3 月批准中国人寿、友邦上海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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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宏人寿开办分红保险以来，中外资寿险公司纷纷推出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由于

这些新型产品将保险保障、投资理财和收益分享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与传统的储蓄保障型产品有较大的不同，对公司的

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寿险公司克服各种

困难，根据新产品的特点和管理要求，大胆创新，因地制宜

地设计制定了各自的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保险的

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办法，加强岗位培训，为新型寿险产品

迅速实现引进、改造、推广和壮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

用。到 2000 年底，分红、投资连结等新产品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内，首年保费已经占到了试点地区个人寿险首年保费的

3 成左右，成为保险市场新的业务增长点。

二、以效益为中心，改革财务管理体制，推进

和完善全面预算制，完善绩效考核办法，不断提高

财务管理的效能

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实现粗放式增长向集约

式增长的转变，迎接 W TO 的挑战，各公司尤其是中资公司

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财务管理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地

位，纷纷引入或完善全面预算制，健全绩效考核办法，加强

内部审计，提升总公司对分支机构的管控能力。以保费收入

和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例，该公司制定和下

发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财务管理办法》，逐步建立起了一

级核算、分级管理、逐级考核的财务管理体制；修订和下发

了新的分类分级绩效考核办法，进一步将考核结果与分公司

财务经营授权及奖励挂钩，充分调动分公司增收节支、提高

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在做好总保费、寿险业务首年保费、意

外险保费及短险业务利润预算管理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费

用预算的管理，有效节约了全系统的费用成本开支，全年实

现费差益8 亿多元，是 1998 年来实现费差益最多的一年；

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全公司系统 90% 以上的地市级公司建

立起了财务结算中心，减少了财务管理层次，精简了机构，

提高了财务管理的效率。2000 年是平安保险公司借鉴国外

同行的先进经验，建设全面预算体系的第一年。在产险方

面，公司专门成立了预算项目小组，研讨制定了 2001 年全

面预算实施细则，进行了系统宣传和培训工作，并完成了预

算初报和电脑系统开发工作；在寿险方面，费用预算区分为

维持、管理和取得三项进行编制和考核，逐月监控预算执行

情况。太平洋保险公司也改革了对分支机构的费用管理办

法，试行按费用特征分类下达费用计划，同时每季度对分公

司保费收入、利润和费用情况进行预考核，指导分公司加强

薄弱环节管理。此外，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在通过全面加强银

保合作，利用银行网络的实时结算功能，强化资金管理，控

制财务风险方面也做出了成功的尝试。

三、改革和完善资金运用体制，投资风险得到

较好控制，投资业绩明显提升

业务拓展和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

不可。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和收益性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的经

营业绩和偿付能力。在 2000 年度，随着竞争的加剧、投资

型寿险产品的推出和W TO 的压力，资金运用成为各保险公

司的工作重点。各公司通过改革和完善资金运用体制，充分

利用有关政策，构造新的投资策略，投资风险得到较好的控

制，投资业绩明显提升。例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从 2000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分公司资金运用权，将资金运用权全部集

中于总公司，对分公司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在保证业务正常

支出水平的前提下，对分公司的超限额资金全部上划总公

司。由于这一改革，全系统活期存款余额得到较好的控制，

年末考核余额为78亿元，比年初下降了 63% ；资金运用余

额达到1 388亿元，占总资产的 87% 。同时，资金运用部门

首先进行人事改革，取消行政级别，实行经理负责制，在建

章建制的同时，将资金运用部作为利润中心，把员工收入与

投资业绩挂起钩来，建立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经过各保

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保险业克服了投资渠道仍然受限较多等

诸多困难，在2000 年的资金运用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为逐步消化存量利差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加强财务监管，确保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防范和化解保险风险

中国保监会遵循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原

则，一向注重对保险公司的财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一方

面根据国情制定出适合保险业发展的财务监管政策，协调保

险行业的会计、资金运用和税收政策，另一方面着手建立与

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以保护广大投保

人的利益。2000 年，中国保监会在积极指导保险行业贯彻

新《会计法》的同时，针对新型寿险产品对财务会计、投资

管理和信息披露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多次到保险公司进

行调研，了解新情况，制定新政策，主动与财政、税收部门

加强磋商，为新产品的发展争取较宽松的外部政策环境，同

时加强对新型寿险产品的财务和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确保

投保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在资金运用方面，保监会根据保险行业的发展状况，不

断争取和开放投资渠道，研究探索新的投资形式，力求在确

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保险行业的资金投资回报，实现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考虑到保险公司投资运作和风险控制

能力不断提高，保监会提高了多家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的比例，放开了投资连结类寿险产品投资账户资金投资证

券投资基金的比例限制，大大改善了保险资金的收益水平。

2000 年证券投资基金平均收益率达到12 % 。

2000 年，保监会根据保险行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几次修改了监管报表项目，新增了保险经纪公司监管报表，

确保监管部门能及时了解和监督保险机构的经营和财务状

况。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到 2000 年底，新的《保险公司

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正式颁布，并于 2001

年试行，这标志着我国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开始步入一个新

的阶段。

（中国保监会财务会计部供稿  赵宇龙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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