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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球团工艺，是指将矿粉掺入粘结剂造球，送入回转

窑或竖窑焙烧，生产出球团矿的生产过程。

三、炼    焦

　　焦炭是高炉炼铁的主要燃料和还原剂。长流程钢铁企业

有的通过炼焦自产焦炭炼铁，有的通过外购焦炭炼铁。

　　炼焦，是指将主焦煤与其他配煤混合装入焦炉，在隔绝空

气条件下高温干馏，通过热分解、结焦，产出焦炭、焦炉煤气和

粗焦油等的生产过程。焦炉煤气可用作钢铁生产工艺所需能源

及发电。焦炉煤气和粗焦油可进一步深加工为其他化工产品。

四、炼    铁

　　炼铁，是指在高温状态下煤炭中的一氧化碳从铁矿石中

夺取氧，将铁矿石还原为生铁的生产过程。炼铁主要有高炉

法和非高炉法（包括直接还原、熔融还原）两类。

五、炼钢和浇铸

　　炼钢和浇铸通常设在同一生产区域，其中炼钢是将铁水、

废钢等含铁原料和合金元素转化为合格钢水，浇铸则将钢水

凝结为固体。炼钢主要有转炉炼钢和电炉炼钢两种工艺；浇

铸方式主要为连铸，少量为模铸。

　　（一）转炉炼钢，是指将铁水、废钢等含铁原料及石灰石

等辅助材料装入转炉，通过吹氧等作业去除铁水中多余的碳

和其他杂质，加入不同铁合金，生产出不同化学成分的合格

钢水的生产过程。

　　（二）电炉炼钢，是指以电力产生热能熔化废钢等含铁原

料，用吹氧去除杂质，加入铁合金，生产出合格钢水的生产

过程。有铁水供给条件的电炉炼钢厂，通常加入一定比例的铁

水，以降低电力消耗。

　　（三）钢水精炼，是指对钢水纯净度和化学成分要求较高

的钢种，通常需要采用精炼设备，对钢水进行脱气、去除有害

杂质和调节化学成分及温度的生产过程。

　　（四）连铸，是指将合格钢水连续注入连铸机结晶器，使

钢水逐渐凝结固化，输出连铸钢坯的生产过程。依截面不同，

连铸坯分为板坯、方坯、矩形坯、圆坯等类型，分别用于轧制

不同品种的钢材。

　　（五）模铸，是指将钢水浇入事先制备的铸模，使之凝固

成为钢锭的非连续浇铸的生产过程。模铸钢锭一般需经开坯

作业，才能用于轧制钢材。

六、热    轧

　　热轧，是指将钢坯经加热炉加热到适当温度，利用轧机

上轧辊的压延作用，将钢坯轧制成各种形状钢材的生产过程。

七、冷轧及延伸加工

　　冷轧及延伸加工，是指将热轧钢材在常温状态下进一步

加工，以达到用户所需的状态和性能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

冷轧、压制花纹、涂镀层、剪切、焊管、冷弯、拉拔、抛光等。

   一、商业银行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为“商业银行”）应当如何
判断是否控制其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发行的
理财产品（以下称为“理财产品”）？
　　答：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以下简称《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相关规定，判断是

否控制其发行的理财产品。如果商业银行控制该理财产品，应

当按照《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规定将该理财产品纳入合并范围。

　　商业银行在判断是否控制其发行的理财产品时，应当综

合考虑其本身直接享有以及通过所有子公司（包括控制的结

构化主体）间接享有权利而拥有的权力、可变回报及其联系。

分析可变回报时，至少应当关注以下方面：

　　可变回报通常包括商业银行因向理财产品提供管理服务

等获得的决策者薪酬和其他利益：前者包括各种形式的理

财产品管理费（含各种形式的固定管理费和业绩报 酬等），还

可能包括以销售费、托管费以及其他各种服务收费的名义收

取的实质上为决策者薪酬的收费；后者包括各种形式的直接

投资收益，提供信用增级或支持等 而获得的补偿或报酬，因

提供信用增级或支持等而可能发生或承担的损失，与理财产

品进行其他交易或者持有理财产品其他利益而取得的可变回

报，以及销售费、托 管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服务收费等。其

中，提供的信用增级包括担保（例如保证理财产品投资者的本

金或收益、为理财产品的债务提供保证等）、信贷承诺等；提

供 的支持包括财务或其他支持，例如流动性支持、回购承诺、

向理财产品提供融资、购买理财产品持有的资产、同理财产品

进行衍生交易等。

       商业银行在分析享有的可变回报时，不仅应当分析与理财

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各项合同安排的实质，还应当分析理

财产品成本与收益是否清晰明确，交易定价 （含收费）是否符

合市场或行业惯例，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商业银行最

终承担理财产品损失的情况等。商业银行应当慎重考虑其是

否在没有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对过去发行的具有类似特征的

理财产品提供过信用增级或支持的事实或情况，至少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提供该信用增级或支持的触发事件及其原因，以及预

期未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和频率。

　　2.商业银行提供该信用增级或支持的原因，以及做出这

一决定的内部控制和管理流程；预期未来出现类似触发事件

时，是否仍将提供信用增级和支持（此评估应当基于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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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类事件的应对机制以及内部控制和管理流程，且应当

考虑历史经验）。

　　3.因提供信用增级或支持而从理财产品获取的对价，包

括但不限于该对价是否公允，收取该对价是否存在不确定性

以及不确定性的程度。

　　4.因提供信用增级或支持而面临损失的风险程度。

如果商业银行按照《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判断对所发行

的理财产品不构成控制，但在该理财产品的存续期内，商业

银行向该理财产品提供了合同义务以外的信用增 级或支持，

商业银行应当至少考虑上述各项事实和情况，重新评估是否

对该理财产品形成控制。经重新评估后认定对理财产品具有

控制的，商业银行应当将该理财产 品纳入合并范围。同时，

对于发行的具有类似特征（如具有类似合同条款、基础资产

构成、投资者构成、商业银行参与理财产品而享有可变回报

的构成等）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也应当按照一致性原则予

以重新评估。

　　二、商业银行应当如何对其发行的理财产品进行会计
处理？
　　答：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应当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一）会计核算

　　对于理财产品持有或发行的金融工具，在采用《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金融工

具确认计量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以下简称《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时，

应当至少考虑以下内容：

　　1.分类

　　对于理财产品持有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根据持

有目的或意图、是否有活跃市场报价、金融工具现金流量特

征等，按照《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有关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的分类原则进行恰当分类。

　　如果理财产品持有的非衍生金融资产由于缺乏流动性而

难以在市场上出售（如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则通常不能表明

该金融资产是为了交易目的而持有的（如为了 近期内出售，或

者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

客观证据表明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因而不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如果理财产品持有的权益工具投资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

价，且采用估值技术后公允价值也不能可靠计量，则不得将其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如果商业银行因为估值流程不完善或不具备估值能力，

且未能或难以有效利用第三方估值等原因，无法或难以可靠

地评估理财产品持有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 允价值，则

通常不能表明其能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对理财产品持有的金融

资产或金融负债进行管理和评价，因而不得依据《金融工具确

认计量准则》，将该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

　　理财产品发行的金融工具，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列报准

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分类。

　　在对理财产品进行会计处理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规范使用会计科目，不得使用诸如“代理理财投

资”等可能引起歧义的科目名称。

　　2.计量

　　对于理财产品持有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金

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和其他相关准则

进行计量。其中：

　　（1）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

《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相关规定确定其公允价值。通常情况

下，金融工具初始确认的成本不符合后续公允价值计量要求，

除非有充分的证据或理由表明该成本在计量日仍是对公允价

值的恰当估计。

　　（2）减值

　　理财产品持有的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之外的金融资产，应当按照《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中有

关金融资产减值的规定，评估是否存在减值的客观证据，以

及确定减值损失的金额并进行会计核算。

　　（二）列报

　　商业银行是编报理财产品财务报表的法定责任人。如果

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要求报送或公开理财产品财务报

表，商业银行应当确保其报送或公开的理财产品财务报表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三、商业银行应当在 2016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
中适用本解释要求。本解释生效前商业银行对理财产品的会
计处理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
可行的除外。

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5年12月16日   财政部   财会 [2015]23号 ）

      内部控制是保障组织权力规范有序、科学高效运行的有

效手段，也是组织目标实现的长效保障机制。自《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 [2012]21号，以下简称《单位内

控规范》）发布实施以来，各行政事业单位积极推进内部控制

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部分单位重视不够、制度建

设不健全、发展水平不平衡等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8号
	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