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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1_8C_E9_93_B6_E7_c42_67205.htm 吴晓灵建议，通过监管

标准和会计标准的良性互动，实现税收法规和会计标准协调

发展。 “长期以来，银行拨备严重不足，却在超额纳税。

”6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北京召开的金融会

计年会上坦言，国际会计准则发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

而我国现阶段市场、法律和制度环境尚不完善 把握升浪起点 

来参与最公平的交易市场。 2006年2月15日，中国正式发布新

的会计准则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标准的实质性趋同，

按规定，上市公司将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而新会计准则与

监管制度、税务制度产生的矛盾，亟待解决。 核算与监管标

准难题 吴晓灵认为，国际会计准则有利于规范金融企业经营

行为，提高企业透明度，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和控制，其基本

理念和监管标准是一致的。 “但会计标准国际化给我国带来

一些问题和挑战。”她称，新会计准则的一些具体规定与税

收、监管政策并不一致。比如，金融资产“四分类”下减值

准备的计提方法与按监管准备贷款“五级”分类计提准备存

在差异；会计标准与税收政策的出发点不一致，两者对金融

企业利润的确定存在差异；会计标准要求按公允价值确认未

实现的收益，但税收政策不承认未实现的损益。 中国银行的

一位参会人士也认为，从目标来看，会计部门趋向于建立对

银行财务状况的“中性”评估，而监管部门从审慎的角度则

更趋向于保守的评估。从方法上看，会计部门要反映过去交

易和时间的结果，强调回溯性方法，监管部门则更关注未来



，强调前瞻性方法。此外，公允价值的引入使商业银行利润

中包含大量的“未实现”损益，对此税收制度该如何协调，

这是摆在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面前的一个课题。 银监会

于2004年2月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将资

本充足率监管贯穿于商业银行设立、持续经营、市场退出的

全过程。但此办法建立在汇集核算历史成本之上，与新会计

准则采用的混合计量模式存在差异。 银监会财会部副主任杨

树润认为，新会计准则对监管资本和资本充足率都将产生影

响。首先，新会计准则对某些金融工具是作为负债还是权益

进行了重新界定，负债和权益分类的重新划分将对监管资本

产生影响；二是其对可供出售资产的会计处理按公允价值计

量，但可供出售类资产通常包括以历史成本计量的贷款和应

收款，相同的资产才能够以不同的计量方法；再者，公允价

值选择权的会计处理、现金流套期会计处理对监管资本也有

影响；此外，资产证券化对加权风险资产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 按照新的会计准则，国内上市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也将面

临难题。招商银行副行长陈伟举例说，比如这会使公允价值

很难获得，资产减值的测试、金融工具的核算和披露更复杂

，报告期内的利润也可能存在较大或频繁波动，“管理层需

要为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联合求解 对此，陈伟呼吁监管、

税务等部门尽快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共同促进金融会计国际

化。 吴晓灵则建议，成立专门的协调小组，必要时也可以调

整相关政策，加强银监会、财政部、税务局和金融企业之间

的沟通协调，实现监管标准和会计标准的良性互动，以实现

税收法规和会计标准协调发展。其中，“金融会计学会作为

一个超脱的机构，可以多做些协调、沟通工作。”吴说。 对



于新会计准则与监管资本之间的种种困境，银监会财会部副

主任杨树润也提出解决之道。他说，银监会将对照监管资本

的定义、质量标准等，逐项认定，分别采取调整措施。比如

，对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损失，因其符合审慎监管的要求

，可以不予调整；对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利得，因其尚未真

正实现，应在考虑税收的基础上从监管资本中扣除，从而保

证监管资本真正起到吸收和抵御风险的作用。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