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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4/2021_2022__E4_BC_9A_E

8_AE_A1_E6_96_B0_E8_c45_74098.htm 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 因为，作为解读企业经营状况的语言，一项新的准则尽管

在实际上不会改变任何企业的现状，却会让企业的财务、盈

利状况及内含价值产生巨大变化。对于某些行业而言，其变

局更可用翻天覆地来描述。 本报就新准则对金融等行业可能

带来的影响，专门调查并著文，以飧读者。 对于目前会计处

理略显粗糙的中国保险业而言，新会计准则对保险公司的财

务制度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和改革，但新准则一字一句的变动

，都可能隐含着保险业利益的重新分配 有着外资背景的保险

机构无疑将成为2007年1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的新《会计准则

》（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的最大受益者。 这是因为，新会

计准则的实施很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账面中的保费萎缩50%，

这如同在保险行业投入一颗重磅炸弹。 由此，中国沿袭20余

年的按照保费收入排保险公司座次的时代将就此终结。 保费

萎缩50%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38

项具体准则和相关应用指南构成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新

体系意味着中国的会计体系将与国际准则接轨。具体到保险

业的影响，结果将是“保费收入萎缩50%”。也就是说，如

果按照新会计准则，2005年中国保险业的新增保费收入只

有24.5亿元，而非此前公布的49亿美元。 这是因为，按照新

会计准则，连投险、分红险等投资性保单的收入将从原有的

保费收入统计口径中剔除，而上述保费收入占总体保费收入

的一半左右。 一直以来，中国保费收入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存



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现行保险会计制度实务中，除少数非

寿险品种分拆处理外，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所有合同均

作为保险合同处理；而国际标准规定，投资连结保险和分红

保险等一系列投资性保险合同的收入则不计入保费收入。 《

财经时报》从中国保监会财务会计部了解到，目前中国在保

费收入统计时采用的是两套会计准则。 已在海外上市的中国

人寿（2628.HK）、人保财险（2328.HK）、中国平安

（2318.HK）使用的是已和国际标准一致的香港会计准则。这

也是几家中资龙头保险公司陆续在海外上市后，中国保险市

场保费收入出现下降趋势的原因之一。 其他保险公司采用的

是1998年12月财政部颁发的《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即使是

在华营业的外资保险公司亦是执行这一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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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