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报表附注  
（本附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元列示）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系经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批准（呼政

批字【2005】75 号），于 2005 年 12 月 15 日在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911501007830083238W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 106,055.00 万元，其中：呼和浩特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资 10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99.95%；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5 万

元，占注册资本 0.05%。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87 号奈伦国际 A 座 24

层，法定代表人：张俊平。 

(二) 历史沿革 

公司前身为呼和浩特金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05 年 12 月 15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登记注册，公司原注册资本 55,264.27 万元，其中：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资 55,209.27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9.9%；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1%。此次

出资经内蒙古天健审计师事务所“关于发起设立呼和浩特金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内天会所验字

【2005】266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008 年 10 月 18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申请增资 10,790.73 万元，由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资。

公司累计注册资本 66,055.00 万元，其中：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资 66,0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 99.92%；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5 万元，占注册资本 0.08%。 

2010 年 8 月 26 日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呼和浩特金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内蒙古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并经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2010 年 9 月 3 日在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取得编号为 020024、母公司注册号为

150000000007501 的《企业集团登记证》。 

2014 年 3 月 31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申请增资 40,000.00 万元，由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资。

公司累计注册资本 106,055.00 万元，其中：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资 106,000.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 99.95%；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5 万元，占注册资本 0.05%。 

(三)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的产权管理、企业托管、对外投资；资产经营；资产投资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的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一)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以本公司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二)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基于以上编制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真实、完整地反

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三) 会计期间 
公司以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会计期间。 

(四) 记账本位币 
公司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同时具备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

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权益性投资不作

为现金等价物。 

(六) 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外币业务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记账。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

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

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以

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算后的记账本位币金

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含汇率变动）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

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

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

下单独列示。 

(七) 金融工具 

1．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分类 

管理层按照取得或承担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目的、基于风险管理、战略投资需要等所作的指

定以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特征，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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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金融负债等。上述分类一经确定，不会随意变更。 

2．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1）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取得时以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

认为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2）持有至到期投资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

认金额。 

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如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差别较小的，按票面利率）计算确

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实际利率在取得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

不变。 

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如果公司于到期日前出售或重分类了较大金额的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投资（较大金额是指相对

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分类前的总额金额而言），则公司将该类投资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再将任何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但是，下列情况除外：出售日或重分类日距离该项投资到期日或赎回日较近（如到期前三个月内），

市场利率变化对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合同约定的定期偿付或提前还款方式收回

该投资几乎所有初始本金后，将剩余部分予以出售或重分类；出售或重分类是由于企业无法控制、

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难以合理预计的独立事项所引起。 

（3）委托贷款、贷款和应收款项 

委托贷款、贷款和应收款项指具有固定或可确定回收金额，缺乏活跃市场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本公司的贷款和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发放贷款和垫款及其他应收款项。本公司的发放贷款和垫款

包括一般贷款、贴现、垫款（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款、担保垫款等）、贸易融资及信用

卡透支等业务。  

逾期贷款：因借款人原因贷款到期（含展期）不能归还的贷款；或贴现业务因汇票承兑人不能

按期支付，并且贴现申请人账户存款不足而形成的被动垫款；或本公司承兑的汇票到期，承兑申请



 

人存款不足等原因形成的被动垫款；或逾期的贸易融资或因信用证及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垫付款

项，从垫付日起即转为逾期贷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的价值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摊余成本减去减值准备计量。当贷款和应收款项

在摊销、出现减值或被终止确认时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贷款减值准备采用五级分类方式计提： 

正常贷款：债务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债务人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债务。 

关注贷款：尽管债务人目前有能力偿还债务，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次级贷款：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

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 

可疑贷款：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损失贷款：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

回极少部分。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益。 

（5） 其他金融负债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通常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3．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的报价包

括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

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上述相同的

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4．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

面价值进行检查，以判断是否有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已由于一项或多项事件的发生而出现减值。减值



 

事项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对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

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当发生减值迹象时，对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的计量比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量方法处理。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

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则认定其已发生减值，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

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计入减值损失。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5．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则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如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止确认该金融

资产。公司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会计准则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公司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 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

和未终止确认部分（在此种情况下，所保留的服务资产应当视同未终止确认金融资产的一部分）之

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 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2）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

分的金额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

债。 

应收股利 

应收股利是指公司因股权投资而应收取的现金股利以及应收其他单位的利润，包括企业股票实

际支付的款项中所包括的已宣告发放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和企业对外投资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

润等。 

(八) 其它应收款 



 

应收款项为其他应收款等。期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

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涉及诉讼或对应收款项金额存在争议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根据其

未来现金流量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公司坏账确认标准为：（1）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应

收款项；（2）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其偿债义务，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3）债务

人逾期未能履行偿债义务超过三年且确定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 

公司向金融机构转让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按交易款项扣除已转销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和相

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0 0 

1－2 年 10 10 

2－3 年 30 30 

3 年以上 50 50 
 

(九) 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物资采购、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大类。 

2．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3．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发出采用加权平均计价法核算。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存货，以该存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存货通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



 

表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存货的成本。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存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以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存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4．周转材料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包装物采用一次摊销法。 

5．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

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

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

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以该存

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

存货，以所生产的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

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

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十)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发放贷款及垫款是公司对发放的长期贷款（一年以上）。 

(十一) 长期股权投资 

1．初始计量 

（1）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公司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

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

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公司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

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

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



 

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

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评估、法律服务费用等，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成本为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

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采用吸收合并时，企业合

并成本与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采用控股合并时，企业合并成

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

企业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为进

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计入企业合并成本（债券及权益工具的发行费用除外）。 

（2） 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

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或协

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以非货币资产交换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

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则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换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若非货币资产交换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则按换

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以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取得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

成本与债权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后续计量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1） 采用成本法核算时，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

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投资企业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

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投资收益。 

（2）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

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当期投资损益为按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



 

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在确认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时，以投资账面价值减记

至零为限（投资企业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如果被投资单位以后各期实现净利润，在收益

分享额超过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以后，按超过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的金额，恢复投资的账面价值。 

3．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检查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当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时，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对成本法核算的、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减值损

失根据其账面价值与按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进

行确定。 

其他长期股权投资，如果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该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将差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 

(十二)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 与该项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 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固定资产分类 

固定资产分类为：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其他固定资产。 

3．固定资产计量 

固定资产通常按照实际成本作为初始计量。 

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的成本以

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固定资产，以该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并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该用以抵债的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换入的固定资产通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

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

相关税费作为换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按照现值计算确定入账金额。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以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在使该固定资产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时，

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其增计后的金额不超过该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4．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公司固定资产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提取

折旧。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预计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预计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40 年 5 4.75-2.38 

机器设备 10 年 5 9.50 

运输工具 5 年 5 19.00 

办公设备 5 年 5 19.00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时，按照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年限

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该项固定资产的

折旧率和折旧额的确定方法，按照固定资产价值恢复后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

定折旧率和折旧额。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 

5．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入账

价值，当租赁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大（不超过资产总额的 30%）时，按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入

账价值。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采用与自有应计折旧资产相同的折旧政策。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

会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

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6．闲置固定资产：当固定资产不能为公司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服务时，公司

将列入闲置固定资产管理，闲置固定资产按照在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7．期末，对单项固定资产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

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并且这种降低的价值在可预计的将来期间内不能恢复时，按可收回金额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预计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存在

下列情况之一的固定资产，按单项资产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1） 长期闲置不用，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使用，且已无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2）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已不可使用的固定资产； 

（3） 虽然固定资产尚可使用，但使用后产生大量不合格品的固定资产； 

（4） 已遭毁损，以至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5） 其他实质上已经不能再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十三) 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在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 

（1）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 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无形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以

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以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并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该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换入的无形资产通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

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

相关税费作为换入无形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以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3．无形资产使用寿命及摊销 

公司于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为有限的，估计该使用寿命

的年限或者构成使用寿命的产量等类似计量单位数量；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

的，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摊销金额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

式的，采用直线法摊销。公司以预先估计构成软件使用寿命的销售额为摊销依据，在无形资产使用

寿命内按照实际销售额进行摊销。无形资产的应摊销金额为其成本扣除预计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

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还应扣除已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不摊销。 

4．资产负债表日，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和摊

销方法与前期估计不同时，改变摊销期限和摊销方法。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

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则按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5．研究开发支出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支出是指公司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探索性的有计划

调查所发生的支出，是为进一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已进行的研究活动将来是否

会转入开发，开发后是否会形成无形资产等均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开发阶段支出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

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发生支出。相对于研究阶段而言，开发阶段

是已完成研究阶段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形成一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基本条件。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

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 

（1）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

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可证明其有用性。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

售该无形资产。 

（5）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长期待摊费用 

公司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费用，在开始生产经营的当月起一次转入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

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公司装修发生的费用。如果房产为自有房产则在房产原值中核算，通过计提折旧进入损益；如

房产不为自有房产则在长期待摊费用中核算，通过摊销进入损益。 

(十四)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为定向委托贷款拆借款项。 

(十五) 股份支付及权益工具 

1．股份支付的种类 



 

公司的股份支付分为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对于权益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成本费用和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不确认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动；对于现金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按照每个

资产负债表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定成本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 

2．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按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对于授

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选用的期权定价模

型至少考虑以下因素：①期权的行权价格；②期权的有效期；③标的股份的现行价格；④股价预计

波动率；⑤股份的预计股利；⑥期权有效期内的无风险利率。 

3．确认可行权权益工具最佳估计数量的依据 

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职工人数变动等后续信息作出最佳估

计，修正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在可行权日，最终预计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与实际可行权

数量一致。 

根据上述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和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计算截至当期累计应确认的成本

费用金额，再减去前期累计已确认金额，作为当期应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十六) 收入 

1．销售商品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

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2．提供劳务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根据实际选用下列方法情况确定： 

（1） 已完工作的测量。 

（2） 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3） 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公司按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但已收或应收的

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

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

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2）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

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公司分别下列情况确

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1）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十七) 政府补助 

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称为政府补助，但不包括政府作为所有者投入

的资本。 

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期内平均分配，计入当

期损益，但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则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如果用于

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相关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期间计入当期损

益；如果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返还的，如果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

超出部分计入当期损益；如果不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十八)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公司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 

1．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1） 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①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②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2）公司对与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① 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 



 

② 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3）公司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

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除下列情况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公司确认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

债： 

（1）商誉的初始确认； 

（2）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 

①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②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3）公司对与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产生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的： 

① 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的转回时间； 

② 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3．所得税费用计量 

公司将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情况产生

的所得税： 

（1）企业合并； 

（2）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事项。 

(十九)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公司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

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

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公司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

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

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

的差额，调整公司的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部分，调整公司的留存收益。为企业合并发生

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评估、法律服务费用等，于发生时计入

当期损益。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成本为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



 

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采用吸收合并时，企业合

并成本与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采用控股合并时，企业合并成

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

企业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为进

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计入企业合并成本（债券及权益工具的发行费用除外）。 

(二十)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1．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按照财政部 2006 年 2 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执行。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母公司控制的特殊目的主体也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的合并范围。合并财务报表以母公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以及其他资料为依

据，按照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后，并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

重大内部交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影响后，

由母公司进行合并编制。 

2．当子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与母公司不一致时，对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三、主要税项 

（一）增值税 

按应税销售收入的 17%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二）营业税 

按应税收入的 3%或 5%计缴营业税。 

（三）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7%计缴城市维护建设税。 

（四）教育费附加 

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3%计缴教育费附加；2%计缴地方教育费附加（内蒙古自治区征收标准 2011

年 2 月 1 日起由原来按照应缴流转税额的 1%调至 2%计缴地方教育费附加）。 

 （五）企业所得税 

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国家税务局文件《关于免征内蒙古金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批复》

（赛国税管函[2010]4 号）规定“免征 2010 至 2011 年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外的公司按应纳税所得

额的 25%计缴企业所得税。 

 



 

四、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受公司控制的企业及合并报表范围如下： 

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实收资

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间接持股

比例（%） 
表决权比例

（%）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61,176.47 81.00  81.00 

内蒙古金创典当有限

公司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5,095.00 25.52 33.37 66.63 

内蒙古金鑫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10,205.00 51.00 49.00 51.00 

内蒙古金丰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10,000.00 100.00  100.00 

呼和浩特市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中心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20,000.00 100.00  100.00 

内蒙古金诚担保有限

公司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43,270.00 84.98 15.02 84.98 

呼和浩特市库库和屯

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

区 
2000.00 100.00  100.00 

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

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

区 
1,211.04 45.70  45.70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1,211.04    

注：内蒙古金诚担保有限公司、内蒙古金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内蒙古金创典当有限公司为呼

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控股。 

 

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59,857,447.36  599,939,1117.36 

其中：债务工具投资                     -     

权益工具投资           59,857,447.36 599,939,1117.36 

衍生金融资产   



 

        其他   

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其中：债务工具投资   

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   

合    计 59,857,447.36 599,939,1117.36 

注：该金融资产为购买的股票。 

 

(二) 预付账款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账    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1 至 2 年  261,000.00               100.00 90,000.00 100.00 

 2 至 3 年      

 3 年以上      

 合   计  261,000.00 100.00 90,000.00 100.00 

 

(三) 其他应收款 

1．期末余额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435,450,073.07 472,897,746.64 

 坏账准备            0 57,136,165.10 

 合   计  435,450,073.07 415,761,581.54 

注：公司本年度无形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四) 存入保证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余额 

 担保保证金 16,715,000.00 2,690,000.00   19,405,000.00  

合  计 16,715,000.00 2,690,000.00   19,405,000.00  

 

(五)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余额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894,747.49  214,457.15 2,680,290.34  

合  计 214,457.15  214,457.15 2,680,290.34  

 

(六) 担保责任准备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余额 

担保责任准备金 20,104,355.86  5,680,455.86 14,423,900.00  

合  计 20,104,355.86  5,680,455.86 14,423,900.00  

注：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 1%的比例

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按担保费收入 50%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七) 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

减少 

年末余额 

投资金额 比例
(%) 

投资金额 比例
(%) 

呼和浩特市国

资局 
1,060,000,000.00 99.95   1,060,000,000.00 99.95 

呼和浩特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550,000.00 0.05   550,000.00 0.05 

合  计 1,060,550,000.00 100.00   1,060,550,000.00 100.00 

 

(八) 资本公积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其他资本公积 1,096,136,993.93 1,037,062,550.27 

资本溢价   

合  计 1,096,136,993.93 1,037,062,550.27 

(九) 盈余公积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法定盈余公积               82,818,590.86  80,455,359.23 

任意盈余公积   

合  计     82,818,590.86 80,455,359.23 

 

(十) 营业收入、成本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营业总收入           39,984,479.17  39,741,311.50 

    营业收入           39,276,733.10  39,358,061.50 

    利息收入           707,746.07  383,250.00 

    其中：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39,276,733.10  39,358,061.50 

         贷款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6,320.00 74,000.00 

  营业成本              56,320.00  74,000.00 

    利息支出           54,642,489.69  26,478,374.49 

 

(十一) 财务费用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利息支出 54,642,489.69 26,478,374.49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减：利息收入   

汇兑损失 -  

减：汇兑收益 -  

手续费支出   

其他 -  

合   计 54,642,489.69 26,478,374.49 

(十二) 营业外收入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合计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无形资产处置利得                     -     

政府补助收入                     -     

支持非公经济贡献奖奖金                     -     

返还的个税手续费                     -     

其他利得                990.00  231,005.39 

合 计 990.00 231,005.39 

 

(十三) 营业外支出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捐款   

其他支出 190,364.03 206,756.00 

债权债务抵补 -  

合  计 190,364.03 206,756.00 

 

(十四) 所得税费用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当期所得税费用            1,928,011.76  9,181,369.97 

递延所得税费用          -  9,550,500.00 

合  计 1,928,011.76        18,731,869.97 

 

六、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1．营业收入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营业总收入               39,984,479.17  39,741,311.50 

   利息净收入 39,276,733.10 39,358,061.50 

      利息收入 39,276,733.10 39,358,061.50 

         其中：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39,276,733.10 39,358,061.50 

              发放贷款及垫款利息收入   

              其它利息收入   

 

2．营业成本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营业成本 56,320.00 74,000.00 

利息支出 54,642,489.69 26,478,374.49 

（二）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20,000,000.00  



 

其中：权益法投资收益   

股权转让收益   

合   计 20,000,000.00  

七、关联方 

（一）关联方关系 

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公司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

重大影响，则我们之间存在关联方关系；如果与公司同受一方控制，则我们之间也存在关联方关系。 

 

（二）关联方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

例(%) 
备注 

内蒙古天野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

河镇 
合成氨、尿

素 
17,800.00 10.00 10.00  

内蒙古乾坤金银精

炼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

区东区远经二路东、远

五纬路北侧 

黄金白银等

生产加工 
2,650.34 40.00 40.00  

内蒙古金绿原观光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艺

术厅南街综合楼 8#-5
层 

旅游景点、景

观的规划设计

与开发 
3,500.00 15.00 15.00  

内蒙古蒙草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盛乐经济

园区 
牧草种植加

工销售 
7,000.00 49.00 49.00  

内蒙古伊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

川开发区金四路 8 号 
乳制品加

工制造 
204,291.40 9.90 9.90 

投资公司

直接持股 

内蒙古金基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

80 号未名楼 A 段五层 
非证券类股权

投资管理 
5,000.00 25.00 25.00 

投资公司

直接持股 

（三）关联交易 

交易类型 企业名称 
关联方关系性

质 
交易期间 

交易金额（万

元） 
未结算金额

（万元） 
定价政

策 

贷款 
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

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2016 9,260.00 18,260.00 市场价 

 

八、非货币性资产和债务重组 



 

截至 2017 年6月30日止，公司不存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等事项。 

 

九、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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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附注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系经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批准（呼政批字【2005】75号），于2005年12月15日在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911501007830083238W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106,055.00万元，其中：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资10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99.95%；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5万元，占注册资本0.05%。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87号奈伦国际A座24层，法定代...
	(二) 历史沿革
	公司前身为呼和浩特金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05年12月1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公司原注册资本55,264.27万元，其中：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资55,209.2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9%；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0.1%。此次出资经内蒙古天健审计师事务所“关于发起设立呼和浩特金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内天会所验字【2005】266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008年10月18日根据股东会决议申请增资10,790.73万元，由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资。公司累计注册资本66,055.00万元，其中：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资6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99.92%；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5万元，占注册资本0.08%。
	2010年8月26日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呼和浩特金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经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2010年9月3日在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取得编号为020024、母公司注册号为150000000007501的《企业集团登记证》。
	2014年3月31日根据股东会决议申请增资40,000.00万元，由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资。公司累计注册资本106,055.00万元，其中：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资106,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99.95%；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5万元，占注册资本0.05%。
	(三)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的产权管理、企业托管、对外投资；资产经营；资产投资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的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同时具备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权益性投资不作为现金等价物。
	外币业务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记账。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算后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含汇率变动）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
	1．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分类
	管理层按照取得或承担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目的、基于风险管理、战略投资需要等所作的指定以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特征，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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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等。上述分类一经确定，不会随意变更。
	2．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1）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取得时以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持有至到期投资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如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差别较小的，按票面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实际利率在取得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
	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如果公司于到期日前出售或重分类了较大金额的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投资（较大金额是指相对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分类前的总额金额而言），则公司将该类投资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再将任何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但是，下列情况除外：出售日或重分类日距离该项投资到期日或赎回日较近（如到期前三个月内），市场利率变化对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合同约定的定期偿付或提前还款方式收回该投资几乎所有初始本金后，将剩余部分予以出售或重分类；出售或重分类是由...
	（3）委托贷款、贷款和应收款项
	委托贷款、贷款和应收款项指具有固定或可确定回收金额，缺乏活跃市场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本公司的贷款和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发放贷款和垫款及其他应收款项。本公司的发放贷款和垫款包括一般贷款、贴现、垫款（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款、担保垫款等）、贸易融资及信用卡透支等业务。
	逾期贷款：因借款人原因贷款到期（含展期）不能归还的贷款；或贴现业务因汇票承兑人不能按期支付，并且贴现申请人账户存款不足而形成的被动垫款；或本公司承兑的汇票到期，承兑申请人存款不足等原因形成的被动垫款；或逾期的贸易融资或因信用证及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垫付款项，从垫付日起即转为逾期贷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的价值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摊余成本减去减值准备计量。当贷款和应收款项在摊销、出现减值或被终止确认时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贷款减值准备采用五级分类方式计提：
	正常贷款：债务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债务人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债务。
	关注贷款：尽管债务人目前有能力偿还债务，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次级贷款：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
	可疑贷款：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损失贷款：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益。
	（5） 其他金融负债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通常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3．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的报价包括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上述相同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4．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以判断是否有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已由于一项或多项事件的发生而出现减值。减值事项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对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当发生减值迹象时，对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的计量比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量方法处理。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则认定其已发生减值，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计入减值损失。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5．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如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公司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会计准则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 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在此种情况下，所保留的服务资产应当视同未终止确认金融资产的一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 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2）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应收股利
	应收股利是指公司因股权投资而应收取的现金股利以及应收其他单位的利润，包括企业股票实际支付的款项中所包括的已宣告发放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和企业对外投资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等。
	应收款项为其他应收款等。期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公司坏账确认标准为：（1）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2）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其偿债义务，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3）债务人逾期未能履行偿债义务超过三年且确定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
	公司向金融机构转让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按交易款项扣除已转销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物资采购、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大类。
	2．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3．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发出采用加权平均计价法核算。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存货，以该存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存货通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存货的成本。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存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存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4．周转材料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包装物采用一次摊销法。
	5．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以所生产的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发放贷款及垫款是公司对发放的长期贷款（一年以上）。
	1．初始计量
	（1）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公司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公司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成本为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采用吸收合并时，企业合并成本与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采用控股合并时，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企业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计入企业合并成本（债券及权益工具的发行费用...
	（2） 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以非货币资产交换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则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若非货币资产交换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则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以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取得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与债权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后续计量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1） 采用成本法核算时，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投资企业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投资收益。
	（2）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当期投资损益为按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在确认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时，以投资账面价值减记至零为限（投资企业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如果被投资单位以后各期实现净利润，在收益分享额超过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以后，按超过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的金额，恢复投资的账面价值。
	3．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检查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当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时，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对成本法核算的、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减值损失根据其账面价值与按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进行确定。
	其他长期股权投资，如果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该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差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 与该项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 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固定资产分类
	固定资产分类为：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其他固定资产。
	3．固定资产计量
	固定资产通常按照实际成本作为初始计量。
	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固定资产，以该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并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该用以抵债的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固定资产通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按照现值计算确定入账金额。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在使该固定资产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时，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其增计后的金额不超过该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4．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公司固定资产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提取折旧。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预计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时，按照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该项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和折旧额的确定方法，按照固定资产价值恢复后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
	5．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当租赁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大（不超过资产总额的30%）时，按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入账价值。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采用与自有应计折旧资产相同的折旧政策。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会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6．闲置固定资产：当固定资产不能为公司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服务时，公司将列入闲置固定资产管理，闲置固定资产按照在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7．期末，对单项固定资产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并且这种降低的价值在可预计的将来期间内不能恢复时，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预计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固定资产，按单项资产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1） 长期闲置不用，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使用，且已无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2）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已不可使用的固定资产；
	（3） 虽然固定资产尚可使用，但使用后产生大量不合格品的固定资产；
	（4） 已遭毁损，以至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5） 其他实质上已经不能再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1．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
	（1）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 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无形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以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并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该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无形资产通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无形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3．无形资产使用寿命及摊销
	公司于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为有限的，估计该使用寿命的年限或者构成使用寿命的产量等类似计量单位数量；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摊销金额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采用直线法摊销。公司以预先估计构成软件使用寿命的销售额为摊销依据，在无形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实际销售额进行摊销。无形资产的应摊销金额为其成本扣除预计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还应扣除已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
	4．资产负债表日，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与前期估计不同时，改变摊销期限和摊销方法。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则按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5．研究开发支出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支出是指公司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探索性的有计划调查所发生的支出，是为进一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已进行的研究活动将来是否会转入开发，开发后是否会形成无形资产等均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开发阶段支出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发生支出。相对于研究阶段而言，开发阶段是已完成研究阶段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形成一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基本条件。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
	（1）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可证明其有用性。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长期待摊费用
	公司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费用，在开始生产经营的当月起一次转入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公司装修发生的费用。如果房产为自有房产则在房产原值中核算，通过计提折旧进入损益；如房产不为自有房产则在长期待摊费用中核算，通过摊销进入损益。
	短期借款为定向委托贷款拆借款项。
	1．股份支付的种类
	公司的股份支付分为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对于权益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不确认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动；对于现金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定成本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
	2．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按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对于授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选用的期权定价模型至少考虑以下因素：①期权的行权价格；②期权的有效期；③标的股份的现行价格；④股价预计波动率；⑤股份的预计股利；⑥期权有效期内的无风险利率。
	3．确认可行权权益工具最佳估计数量的依据
	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职工人数变动等后续信息作出最佳估计，修正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在可行权日，最终预计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与实际可行权数量一致。
	根据上述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和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计算截至当期累计应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再减去前期累计已确认金额，作为当期应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1．销售商品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2．提供劳务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根据实际选用下列方法情况确定：
	（1） 已完工作的测量。
	（2） 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3） 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公司按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2）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公司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1）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称为政府补助，但不包括政府作为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期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但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则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如果用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相关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期间计入当期损益；如果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返还的，如果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超出部分计入当期损益；如果不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
	1．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1） 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①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②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2）公司对与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① 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
	② 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3）公司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除下列情况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公司确认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1）商誉的初始确认；
	（2）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
	①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②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3）公司对与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产生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① 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的转回时间；
	② 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3．所得税费用计量
	公司将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情况产生的所得税：
	（1）企业合并；
	（2）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事项。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公司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公司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成本为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采用吸收合并时，企业合并成本与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采用控股合并时，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企业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计入企业合并成本（债券及权益工具的发行费用...
	1．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按照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执行。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母公司控制的特殊目的主体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合并财务报表以母公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以及其他资料为依据，按照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后，并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重大内部交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影响后，由母公司进行合并编制。
	2．当子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与母公司不一致时，对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三、主要税项
	按应税销售收入的17%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按应税收入的3%或5%计缴营业税。
	按应缴流转税额的7%计缴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应缴流转税额的3%计缴教育费附加；2%计缴地方教育费附加（内蒙古自治区征收标准2011年2月1日起由原来按照应缴流转税额的1%调至2%计缴地方教育费附加）。
	（五）企业所得税
	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国家税务局文件《关于免征内蒙古金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批复》（赛国税管函[2010]4号）规定“免征2010至2011年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外的公司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计缴企业所得税。
	四、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受公司控制的企业及合并报表范围如下：
	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如下：
	注：内蒙古金诚担保有限公司、内蒙古金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内蒙古金创典当有限公司为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控股。
	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该金融资产为购买的股票。
	六、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