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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XBRL技术应用工作。统一沪深两所的业务

模版，并据此制定统一的上市公司分类标准，力争在 2009

年上市公司报告中全面应用；攻克元素名称的技术难题，

在国际上第一个确立并采用编码规则；在新分类标准中，

大规模应用国际最新技术，确保世界领先的应用水平；研

究制定资本市场XBRL信息系统的建设方案，为XBRL技术

的长远发展谋篇布局。

六、关注国际会计监管动向，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会计监管机构开展交流合

作。一是就资本市场跨境监管合作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PCAOB进行谈判、交流，坚持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

和法律的基础上，就为两国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

师事务所的监管问题开展对话，努力就监管合作的方式达

成一致。二是加强同欧盟在资本市场会计监管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出访欧盟及主要成员国，争取在完全依赖证监会监

管的基础上实现与欧盟的跨境会计监管合作；三是积极研

究并创造条件加入独立审计监管论坛（IFIAR）；四是出访

日本、韩国，考察周边国家会计监管情况，提出建立东亚地

区资本市场会计监管合作机制的建议；五是积极关注美国、

欧盟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会计监管方面的最新动

态，建立简报制度，及时报告国际会计监管动态。六是派人

参加PCAOB在美国举办的培训，加强国际领域的会计、审

计专业技术交流。

（二）利用好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平台。积极参

加技术委员会下设第一委员会的会议，听取对中国资本市

场发展的意见建议，参与制定国际跨境发行上市会计审计

规则的制定；通过 IOSCO反馈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意见，推

动国际准则制定向我国有利方向发展。

七、办好各类培训，抓紧人才队伍建设

利用视频系统，每月一课，定期为全系统会计监管人员

举办讲座；多次举办与PCAOB有关培训；积极参加财政部

组织的各类培训；在发掘、培养系统内专业监管干部的同时，

充分利用行业和市场人才充实监管力量，提升监管效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务会计部供稿  邓寰乐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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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坚持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的方针，积极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不断提高行业科学发

展水平。2009年，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 11 137.3亿元，同比

增长 13.8%；经营效益大幅提升，保险公司利润总额 845亿

元。保险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2009年末行业总资产达到

4.1万亿，保险资金运用余额3.7万亿，实现投资收益2 141.7

亿元，收益率 6.41%，比上年提高4.5个百分点。顺利贯彻实

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以下简称《2号解释》），实

现新会计政策的平稳过渡，在防范风险、促进结构调整和行

业科学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贯彻实施《2号解释》，消除境内外会计报表

差异，实现新会计政策平稳过渡

与财政部会计司密切配合，广泛调研，深入分析论证，

于 2009年 12月 25日印发《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明确执行《2号解释》的具体要求，规定消除报表差异的具

体方法：一是要求混合风险合同在满足条件时应当进行分

拆；二是要求认定保险合同时引入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三

是要求以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为顺

利执行《2号解释》，各保险公司在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系

统改造、流程梳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行业顺利实施

《2号解释》。从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看，A+H保险公司境内

外报表差异彻底消除，保费收入规模略有下降，利润水平和

净资产数额有明显的提升，实现了新会计政策的平稳过渡。

二、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作用，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

（一）完善预算管理。中国人寿集团公司不断加强和改

进预算管理，为了做好预算执行情况反馈和预算调整工作，

下发《关于加强财务管理，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各子公司均按照集团公司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财务

工作在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中的引导和考核约束职能。其

中，寿险公司充分发挥预算管理的导向作用和费用佣金政

策的杠杆作用，实现业务、利润、价值的稳步增长，进一步

促进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养老险公司将费用资源向

业务拓展和基础建设倾斜，通过加强考核引导、设置专项费

用等方式，为新增业务量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加强资金管控。中国平安集团持续推进资金管理

制度的建设，修订《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指引》、《CMS

系统管理办法》和《银企直连管理办法》等资金管理制度，

完善集团资金管理制度体系；继续完善资金管理平台建设，

完成建行总对总、交行产险批量代收等历史渠道的推广，并

新建成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对总的代收代付渠道；进一

步丰富资金风险监控手段，建立重大资金事件上报、响应处

理机制，及时监控、整改重大资金风险并定期报告，有效控

制资金风险。

（三）强化财务分析和管理职能。中国人寿集团内的资

产管理子公司通过建立常态财务分析机制，为公司管理层

和董事会提供分析报告，进一步强化财务分析与研究的决

策支持作用。产险子公司通过建立财务干预机制、组织首年

盈利竞赛、推进费用精细化管理等方式，引导分支机构树立

效益优先、科学发展的管理理念，有效贯彻盈亏平衡及效益

导向的管理要求。

三、强化财务系统建设，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中国人寿集团开发完成统计信息分析预警系统、网上

报销系统、资产流预测系统。阳光保险集团印发《集团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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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管理规定》，明确财务系统相关的人员分工，规范

系统相关的管理流程，大大提高了管理力度及工作效率。公

司还对全集团的财务系统用户进行检查，对系统中的用户

职责进行清理及调整，保证系统运行的稳定与安全。平安保

险集团对财务系统管理体系和制度做了进一步改造，建立

并完善相关的制度规范；全力提升各专业子公司的自动制

证水平，2009年末集团自动制证总体比率提升至 98.14%；

公司定期召开财务信息技术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时跟进、解

决财务系统建设和运行中的各项问题。

四、继续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全面推进分类监管，

不断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一）继续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和机制，改进监管手

段。

1. 完善偿付能力监管标准。4月，发布《保险公司偿付

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 15号：再保险业务》及其实务指南，

对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相关资产、负债的偿付能力评估标

准进行规范，提高再保险业务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加强对再

保险业务的监管。同时，着手研究修改最低资本标准，结合

偿付能力监管的国际发展趋势和我国实际情况，对最低资

本要求标准改进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提出修订方案初稿。

2. 健全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发布《关于保监局履行偿付

能力监管职责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保监局履行偿付能力

监管职责的具体要求，建立保监会会机关与保监局偿付能

力信息交流和报告制度。

3. 改进偿付能力监管预警机制。一是发布《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 8号：临时报告》，明确

重大不利事项的判断标准和临时报告的信息内容，要求公

司在发生偿付能力不足和重大不利影响事项后 5个工作日

内向保监会报告；二是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

则第 16号：动态偿付能力测试》，要求产险公司对未来 2年

的偿付能力进行预测。

4. 完善偿付能力危机化解机制。根据人民银行等有关

部委的意见，对 2008年制定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恶化应

急预案》进行修改完善，提高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5. 改进偿付能力监管手段。为了提高偿付能力监管效

率，于 2008年立项建设偿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

经过 1年的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了信息系统的框架和需求，

启动了系统的开发建设。

（二）全面推进分类监管工作。2009年 1季度起，分类

监管制度正式运行。保监会对保险公司进行分类评价，针对

不同类别公司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同时，保监会不断总结

经验，改进分类监管制度，统一分类评分方法、简化和统一

分类指标等，进一步提高分类监管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对保险公司法人机构进行分类监管的基础上，保监会对

各地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分类监管现状和问题进行调研分

析，着手研究制定保监局分类监管制度，明确和统一保监局

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的原则、方法、程序等，提高

保监局的监管效率，形成保监会机关与保监局上下联动的

分类监管机制。

（三）加强保险保障基金监管。发布《中国保险保障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监管暂行办法》，规范保监会对保险保

障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要求、方式等，为维护保险保障基金

筹集、管理、使用的安全有效提供制度保障，为防范风险筑

牢最后一道屏障。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务会计部供稿  王  浩执笔）

2009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会）基金财务会计工作，紧紧围绕社保基金会的中心任务，

积极落实资金来源，强化资金管理，加强经营分析，完善信

息披露机制，健全规章制度，扎实做好会计工作，稳妥开展

资产托管业务，顺利完成各项任务，财务管理精细化、专业

化进一步加强。

一、加强投资管理，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2009年，社保基金会细化投资管理，加大投资研究力

度，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抓住境内外股市恢复性上涨

机会，上半年适时增加境内外股票投资，降低固定收益产

品比例，优化投资结构，加大直接股权投资力度，取得良

好的投资业绩。截至 12月 31日，基金资产总额 7 766.22亿

元，比上年末增加 2 142.53亿元，增长 38.10%；基金权

益总额 7 367.3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 236.43亿元，增长

30.36%。基金投资收益 850.49亿元，投资收益率 16.12%；

自社保基金会成立以来，累计投资收益 2 448.59亿元，年

均投资收益率 9.75%，超过同期 2.01%的年均通货膨胀率

7.74个百分点。

二、积极落实资金来源，不断强化资金管理

（一）落实财政拨入资金。6月 19日，财政部、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社保基金会联合发

布《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实施办法》，境内国有股转持实现历史性突破，当年境内

国有股转持 597.84亿元。同时，社保基金会积极争取财政

预算拨款等资金，在年底获拨 100亿元财政预算拨款，以

及彩票公益金的按季拨付。 2009年，包括中央预算拨款、

彩票公益金、境内外国有股减转持在内的中央财政性拨入

全国社保基金资金为 825.89亿元。另外，根据财政部《关

于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调回资金弥补四川地震灾区工伤

保险基金缺口的通知》，及时将 6.81亿元专项弥补四川地

震灾区工伤保险基金缺口补助资金拨付到位。截至 2009

年 12月 31日，中央财政性净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累计

3 802.56亿元。

（二）加强沟通协调，落实个人账户基金资金。根据个

人账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和社保基金会与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基金财务会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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