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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

（一）贸易信贷定义

贸易信贷是指中国境内的对外贸易经营者与境外主

体（含港、澳、台地区）进行货物贸易交易时，由于货

物的资金收付时间与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时间不同而

产生的应收/预收款和应付/预付款。

贸易信贷中的“交易”是指货物所有权在居民与非

居民之间发生转移的交易。即，从境内企业（居民）角

度看，交易对手应是境外企业或境外个人（非居民）。在

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的企业是中国居民，在境外依据

当地法律注册成立的企业是非居民。

贸易信贷中的“进出口贸易”与海关统计的进出口

贸易概念不完全一致。本制度所指进出口贸易包括一般

贸易等纳入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也包括离岸转手买卖、

网购等未纳入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但不包括以获取/支

付工缴费为目的并不转移货物所有权的来料/出料加工。

（二）数据填报原则

出口/进口重点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的填报应遵循权

责发生制原则，一般情况下，与企业会计账面记录保持

一致。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时点和确认资金收付的时

点，均以会计账面记录为准。由此产生的企业填报货物

进出口额与海关统计的差异、企业填报货物贸易收付金



3

额与通过银行进行的涉外收付款申报1的差异均为正常情

况。

需注意的是，企业按照会计账面记录填报时，应符

合贸易信贷统计口径，不应申报非货物贸易或与境内主

体发生的货物贸易。可参考外币、外销、报关、国外发

票等信息来辅助识别“与非居民进行的货物贸易”，但前

提是完全符合贸易信贷统计口径。

（三）名词解释

1．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和保税监管场所3（以下简称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均设立在中国境内，在区域内注册成立

的企业为我国居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居民）

与境外企业（非居民）之间的货物贸易，属于贸易信贷

的货物统计口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居民）与

境内区外企业（居民）之间的货物贸易、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内企业之间（居民之间）的货物贸易均不属于贸易

信贷的货物统计口径。此外，货物是否进出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与是否纳入本制度统计无关。例如，居民买入非

居民拥有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货物，或是居民向非居

1涉外收付款是指境内居民和境内非居民通过境内银行从境外收到的款项和对境外支付的款项，以及境内居

民通过境内银行与境内非居民之间发生的收付款。
2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包括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

综合保税区、跨境工业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海关实行封闭监管的特定区域。
3保税监管场所包括经海关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保税物流中心（A、B型）等
海关实施保税监管的特定场所。



4

民卖出存放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货物，均属于贸易信

贷的货物统计口径。

2．离岸转手买卖

离岸转手买卖指我国境内对外贸易经营者从境外主

体购买货物，随后向另一境外主体转售同一货物，但该

货物始终未实际进出我国关境（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的交易。离岸转手买卖属于贸易信贷的货物统计口径。

离岸转手买卖不同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境物流货

物，两者主要区别在于：离岸转手买卖的货物自始至终

未进入我国关境；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境物流货物

进入我国关境，但出于某些原因，暂时在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进行存放或加工，最终货物离境出口，或者出关运

往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出关后在境内销售。

3．来料/出料加工贸易、进料加工贸易

来料加工贸易指进境的全部或部分料件由境外企业

提供，境内企业不需要付款进口，仅按照境外企业的要

求进行加工或者装配，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

销售的经营活动。出料加工贸易是指境内企业将境内原

辅料、零部件、元器件或半成品交由境外厂商按我方要

求进行加工或装配，成品复运进口，我方支付加工费的

交易方式。进料加工贸易是指进口料件由境内企业付款

进口，制成品由境内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来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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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工以获取工缴费为目的，不转移货物所有权，不属

于贸易信贷的货物统计口径；进料加工的货物所有权在

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转移，属于贸易信贷的货物统计

口径。

4．易货贸易

易货贸易指不通过货币媒介而直接用出口货物交换

进口货物的贸易。易货贸易通常以货换货，进口和出口

同时成交，境内外企业之间一般不会由此产生与之相关

的债权和债务。因此，易货贸易虽属于贸易信贷的货物

统计口径，但通常不会产生应收/预收款和应付/预付款。

5．深加工结转

深加工结转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

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

活动。深加工结转业务一般发生在境内企业之间，因此

不属于贸易信贷的货物统计口径。但特殊情况下，若境

内企业深加工结转的交易对手为境外企业，则贸易信贷

调查应包含此类交易。

（四）调查表主要指标解释

1．单位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分别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载体（如营业执照）上的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 9-1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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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出口/进口国家及地区

主要出口/进口国家及地区指出口/进口货物的主要

交易对方注册地所在国家及地区。

3．第一投资国国别及占比

如为外商（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企

业，则该项指境外资本排行首位的国家或地区，以及该

国家或地区股本占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如为内资

企业，第一投资国国别应填写为中国，以及中国股本占

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

4．当期出口/进口总额（流量）

当期出口/进口总额是指会计账上记录的当期货物出

口/进口金额。由于各企业的入账方式与海关进出口统计

口径和统计时点存在差异，企业填报的当期进出口总额

与海关统计进出口往往不一致。

5．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

金额（流量）

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指当期收到实际入账的出

口货款，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指当期实际支付的进

口货款。受收付款周期影响，该项目通常与企业账面的

货物出口总额、货物进口总额不一致。

6．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进口应付款余额（存量）

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进口应付款余额指调查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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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务记录，已确认货物出口/进口但尚未收到/支付对

应货款的余额。此项目记录的是截至某一个时点的存量

数据，并非指对应当期出口/进口的应收/应付发生额。

7．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进口预付款余额（存量）

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进口预付款余额指调查期末，

根据财务记录，尚未记录货物出口/进口但已收到/支付对

应货款的余额。此项目记录的是截至某一个时点的存量

数据，并非指当期预收/预付的发生额。

8．对关联企业的出口应收款/进口应付款/出口预收

款/进口预付款余额（存量）

关联企业指境外母公司（即持有本机构表决权≥

10%）、境外子公司（即本机构持有表决权≥10%的境外

子机构）或境外联属企业（本机构与联属企业有共同母

公司，但相互持有表决权＜10%）。关联企业不包括仅有

业务往来而没有投资或被投资关系的企业。对关联企业

的出口应收款/进口应付款/出口预收款/进口预付款余额

需根据对方是否为关联企业进行筛选，如确无法区分关

联企业，可建立台账或根据进出口量占比等进行估算。

9．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

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是指由于汇率折算、核销

坏账、无需收付款等各类账务处理，导致企业填报的贸

易信贷不能完全解释出口/进口货物流与收款/付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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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缺口。即，“当期出口总额（T0210）=当期收到的出

口货款金额（T0220）+（当期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

上期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当期期末账面出口预

收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当期进口

总额（T0310）=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T0320）+（当

期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

额）-（当期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

预付款余额）”等式不成立的偏差。该指标不应作为数据

不平衡的调节项目，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差异以及

引起差异的原因。

二、填报数据与会计账务一致的具体原则

一般情况下，进出口货物所有权转移与资金收付的

时间以企业会计账务记录为准。企业应根据财务报表、

会计账目及其他会计凭证的相关信息填报贸易信贷申报

表。如确无法从现有会计账务中提取数据，可按照贸易

信贷统计口径建立业务台账。

（一）填报数据与会计账务的常见对应关系

1．出口相关指标与会计账务的对应关系

出口货物可能存在预收、现收和延收三种收款方式，

在会计上确认出口货物的同时，应分别冲销“预收账款”、

增加“银行存款”或增加“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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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收
先收货款：

借 银行存款

贷 预收账款

后确认出口：

借 预收账款

贷 主营业务收入

（2）现收（货物贸易交易均体现在往来账中）
确认出口：

借 应收账款

贷 主营业务收入

同时记收款：

借 银行存款

贷 应收账款

（3）延收
先确认出口：

借 应收账款

贷 主营业务收入

后收货款：

借 银行存款

贷 应收账款

从会计科目中提取出口贸易信贷数据的方法可参见

表 1，前提是会计科目均能够区分出货物贸易且对手方是

境外企业（非居民）。

表 1 提取出口贸易信贷数据的常见方法

出口贸易信贷指标 会计账中可对应的科目4

一、当期出口总额

（T0210）

提取方法 1 提取方法 2

贷方

“主营业务收入”（发生额）

借方

“应收账款”（发生额）
+

“预收账款”（发生额）

4 会计账中可对应的科目是指贸易信贷相关指标可从企业现有并正常使用的会计科目中获取。如货物贸易

交易均体现在往来账中，建议按往来账提取贸易信贷流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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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期收到的出口

货款金额（T0220）

提取方法 1 提取方法 2

贷方

“应收账款”（发生额）
+

“预收账款”（发生额）

借方

“银行存款”（发生额）

三、期末账面出口应

收款余额（T0230）
“应收账款”科目期末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

出口应收款余额（T0231）
“应收账款”关联企业二级科目的期末余额

四、期末账面出口预

收款余额（T0240）
“预收账款”科目期末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

出口预收款余额（T0241）
“预收账款”关联企业二级科目的期末余额

2．进口相关指标与会计账务的对应关系

进口货物可能存在预付、现付和延付三种付款方式，

在会计上确认进口货物的同时，应分别冲销“预付账款”、

减少“银行存款”或增加“应付账款”5。

（1）预付
先付货款：

借 预付账款

贷 银行存款

后确认进口：

借 库存商品/原材料
贷 预付账款

（2）现付（货物贸易交易均体现在往来账中）
确认进口：

借 库存商品/原材料
贷 应付账款

同时记付款：

借 应付账款

贷 银行存款

（3）延付
先确认进口：

借 库存商品/原材料
贷 应付账款

5 信用证、托收等融资类产品相关款项的会计核算，企业按照应付票据科目核算。由于应付票据的对手方

在账务上记录为银行，如企业通过应付账款进行过渡，则“应付票据”科目不应纳入申报范围。如企业不

通过应付账款进行过渡，则应将“应付票据”科目纳入申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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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付货款：

借 应付账款

贷 银行存款

从会计科目中提取进口贸易信贷数据的方法可参见

表 2，前提是会计科目均能够区分出货物贸易且对手方是

境外企业（非居民）。

表 2 提取进口贸易信贷数据的常见方法

进口贸易信贷指标 会计账中可对应的科目

一、当期进口总额

（T0310）

提取方法 1 提取方法 2

贷方

“应付账款”（发生额）

+
“预付账款”（发生额）

借方

“原材料”/“库存商品”
（发生额）6

二、当期支付的进口

货款金额（T0320）

提取方法 1 提取方法 2

贷方

“银行存款”（发生额）

借方

“应付账款”（发生额）

+
“预付账款”（发生额）

三、期末账面进口应

付款余额（T0330）
“应付账款”科目期末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

进口应付款余额（T0331）
“应付账款”关联企业二级科目的期末余额

四、期末账面进口预

付款余额（T0340）
“预付账款”科目期末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

进口预付款余额（T0341）
“预付账款”关联企业二级科目的期末余额

3．出口应收款/进口应付款平均周期与会计账的对应

关系

出口应收款平均周期指企业在货物出口后多少天能

够收回货款，进口应付款平均周期指企业在货物进口后

多少天对外付款。

6 如果“原材料/库存商品”科目含有相关税费及除货值外的其他成本，应将该类成本剔除后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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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根据经验判断收付款平均周期，也可对最近

一年的收款账期和付款账期进行估算，前提是根据应收

款/应付款的收回/支付情况对该指标进行及时调整。收付

款平均周期的常见估算方法包括账龄分析法、应收/应付

账款周转率分析法等。

（二）特殊记账方式下，填报数据与会计账务的对

应关系

1．存在待核销科目的情况

为简化记账，有的企业将货物贸易应收预收/应付预

付暂时记录在一个科目，每隔一段时间通过科目核销方

式对账务进行还原。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长期供货或收

货交易往来中。如，应收货款和预收货款统一记入预收

账款分户账，应付货款和预付货款统一记入预付账款分

户账，一段时间后再进行核销。采用此种账务处理的企

业，可直接根据财务数据进行填报，但应对此特殊情况

进行备注说明。

以出口业务核算为例。某公司收到货款后，财务部

门首先全部记入“预收货款”科目，在核销确认后再记

入“应收账款”。其财务处理过程如下：

第 1步，企业在发出货物时确认出口销售收入 200，

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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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货：

借 应收账款 2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200

第 2步，企业收到货款 150，其中 100是收到前期出

口货款，50是提前收到的货款。财务部门将收到全部货

款计入“预收货款”科目，会计分录为：

收到货款（含预收、应收）：

借 银行存款 150(50为预收，100为第 1步中的应收）
贷 预收账款 150

第 3步，在进出口部门业务员将对应的核销明细(如，

交货单号、出口发票号、订单等)提供给财务部门后，会

计人员进行核销处理，此时会计分录为：

核销（根据订单核销）：

借 预收账款 100
贷 应收账款 100

由于上述记账的时间点不同，如填报报表发生在第 2

步之后第 3步之前，则贸易信贷数据将存在虚增对外资

产和负债的情况。即，第 2步完成但月末未进行核销，

此时企业账务记载：收到货款为 150，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为 200，预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50。较实际情况，多记应

收 100，多记预收 100。为简化报送，采取此种记账方式

的企业可直接根据财务数据进行填报，无须调整，但应

备注“部分货款未核销，存在虚增资产负债的情况”。

2．会计科目设置不全的情况

为简化会计核算，有的企业会计科目设置不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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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预收预付业务较少，不设置“预收”和“预付”科

目。“应收账款”科目借方体现应收账款的增加与预收账

款的减少，“应收账款”科目贷方体现应收账款的减少与

预收账款的增加，同理，“应付账款”科目借方体现应付

账款的减少与预付账款的增加，“应付账款”科目贷方体

现应付账款的增加与预付账款的减少。

若出现此类情况，企业应首先按照客户明细账对“应

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科目进行重分类调整。如重分

类调整确存在困难，亦可根据财务账面记录直接进行填

报，但应备注“会计科目设置不全，存在虚减资产负债

的情况”，若因此出现某项余额为负，无需调整，直接填

写负值。

重分类调整的具体方法：对于同一客户，“应收账款”

明细科目下所有借方余额减去贷方余额，如果结果为正

值，则视为对该客户的应收余额；如果结果为负值，则

视为对该客户的预收余额。对于同一客户，“应付账款”

明细科目下所有贷方余额减去借方余额，如果结果为正

值，则视为对该客户的应付余额；如果结果为负值，则

视为对该客户的预付余额。在此基础上，分别汇总所有

非居民客户的“应收余额”、“预收余额”、“应付余额”

以及“预付余额”后，方可填写相应的申报表，同时应

备注“会计科目设置不全，重分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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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账期与调查期时间不一致

会计记账周期与贸易信贷调查周期（自然月）不一

致的情况下，企业应优先考虑采用自然月周期填报进出

口额、货物资金收付额以及各项期末贸易信贷余额等信

息，确存在困难的，亦可按照会计记账周期报送数据。

三、具体业务填报说明

（一）汇率折算

企业可根据自身会计账务情况选择美元或人民币作

为填报币种，同一张报表中的全部数据项应采用相同币

种。如需进行汇率折算，优先采用企业自身折算率（如

账务系统折算率），也可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折算

率。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折算率可通过贸易信贷调查

系统中的“折算率查询”模块，或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

网站中“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获得。

（二）集团合并会计报表

如调查对象为企业集团母公司，并在会计期末编制

合并会计报表，则应按照并表前的母公司会计账目填报

贸易信贷数据。如集团控股的境内子公司同为调查对象，

同理应按照子公司自身会计账务记录填报贸易信贷数

据。

（三）坏账

坏账是指企业无法收回或收回可能性极小的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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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企业对预计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坏

账准备作为应收账款抵扣项，不影响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企业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将冲销坏账准备，

贷记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减少。对于已核销坏

账后又收回的情况，应收账款余额先升后降。企业填报

应收款余额时，可不考虑坏账问题，直接根据应收账款

会计科目余额填报即可。

与坏账相关的会计账记录方式：

计提坏账准备：

借 资产减值损失

贷 坏账准备

核销坏账：

借 坏账准备

贷 应收账款

已核销坏账，后又收回：

借 应收账款

贷 坏账准备

借 银行存款

贷 应收账款

（四）货物贸易混入相关服务费用

货物贸易通常涉及运费、保费、速遣费、滞期费以

及佣金等，此服务类费用不属于货物贸易，因此不在贸

易信贷统计口径之内。若企业进出口核算的相关科目确

无法剥离此类服务费用，且服务费用占比小于 10%，可

以忽略不计。如果服务费用占比超过 10%，企业应采取

适当方法进行估算后剔除。

（五）货款抵扣

跨国公司集团存在货物贸易轧差净额结算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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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报报表时，轧差结算的抵扣差价款应还原填报。

例如，某集团一境内企业主营进料对口业务，进口

供应方与出口收货方均为境外同一关联企业，采用“以

收抵支”结算方式（见表 3）。该境内企业从境外企业进

口料件（货值 80）时不支付料件款，待加工完成向对方

出口成品（货值 100）时收取差价款 20。此情况下，境

内企业应按照还原方式填报。即，“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

金额”为 100，“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为 80。

表 3 以收抵支的还原填报原则
交易 会计分录 贸易信贷填报

进口料件（未付款）
借 原材料 80
贷 应付账款 80

“当期进口总额”：80，
“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

增加 80。

出口成品（未收款）
借 应收账款 100
贷 库存商品 100

“当期出口总额”：100，
“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

增加 100。

收到差价款

借 银行存款 20
应付账款 80

贷 应收账款 100

“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

额”：100，
“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

减少 100；
“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

额”：80，
“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

减少 80。

（六）暂估金额

在有些情形下，企业会对入账金额进行估算。在填

报贸易信贷申报表时，暂估金额应纳入数据填报范围，

同时应在申报表中备注“含暂估数据”。后期会计账面如

有调整，无需对往期申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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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暂估进口应付款为例。进口货物已满足资产确认

条件，但发票尚未到达，这时一般会按照来单付款金额

的一定比例暂估金额入账，在发票校验后再冲回往来账。

其会计处理分为如下三个步骤：

第 1步，企业进口货物，确认原材料资产，未拿到

发票，因此暂估入账，会计分录为：

货物验收入库：

借 原材料 200
贷 应付账款—暂估应付 200

第 2步，进出口部门业务员将发票提供给财务部门，

发票价格高出暂估价 5%，在发票校验后，会计分录为：
调整差额：

借 原材料 10
贷 应付账款—暂估应付 10

发票校验：

借 应付账款—暂估应付 210
贷 应付账款 210

第 3步，付款时，会计分录为：
支付货款：

借 应付账款 210
贷 银行存款 210

数据填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贸易信贷申报时间处于第 1步和

第 2步之间，则企业应按照暂估应付贷方填报应付账款，

同时备注“含暂估数据”。

第二种情况：如果贸易信贷申报时间处于第 2步和

第 3步之间，则企业应按照应付账款的贷方发生额减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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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发生额（暂估应付是应付账款的二级科目，已包含其

中）填报应付账款。

（七）调账业务

涉及调账时，企业如需对账务进行ǵǶ追溯调整，

应在调账前ǷǸ所在地分支局。如不追溯调整ǵǶ账务，

贸易信贷数据应按照调整后的当期账面金额如实填报，

无需对前期已填报数据进行ǹǺ。常见的调账业务如下：

1．ǻ货、ǻ款业务

企业存在ǻ货、ǻ款等情形，需冲销本期相关科目

账面金额时，应如实按照账面金额填写贸易信贷申报表。

如因账务处理导致贸易信贷相关指标为负值，则填写负

值，并在“备注”中说明情况。

2．Ǽ款结算、ǽǾ装等业务

企业因发生Ǽ款结算、ǽǾ装等情况而需要对已入

账金额进行调整时，应如实按照调整后账面金额填写贸

易信贷申报表。如果账务处理导致贸易信贷相关指标为

负值，则填写负值，并在“备注”中说明情况。

以进口大ǿ商品Ǽ款结算为例，商品在运Ȁ过程中

数量和品ȁ发生Ȃ化，境内企业与境外企业ȃȄ结算后，

需要根据实际货值进行Ǽ款结算。会计分录说明如下：

进口时初次结算：

借 材料采购

贷 应付账款

尾款结算，按最终确认的价格进行调整（假设协议调低货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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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应付账款

贷 材料采购

上述情形下，企业可按Ǽ款结算后的账面金额进行

填报。如存在Ǽ款集中结算且货值下降ȅ度较大，则可

能出现“应付账款”余额冲销为负值的情况，企业可填

写负值，但需在“备注”中说明情况。

3．Ȇ账冲销

企业对Ȇ账进行相关会计分录调整时，应如实按照

Ȇ账冲销后的账面金额填写贸易信贷申报表。如果账务

处理导致贸易信贷相关指标为负值，则填写负值，并在

“备注”中说明情况。

（八）代理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业务是指受ȇ方接受Ȉȇ方的Ȉȇ，代

Ȉȇ方报关、提供运Ȁ、记录业务台账等服务的交易活

动。原则上，企业应按照“ȉ进行贸易收付款，ȉ申报”

的原则完成申报工作。但Ȋ于代理进出口业务的特殊性，

该类业务应区分不同情形由不同企业来完成申报工作。

代理进出口通常分为两种：

一是受ȇ方仅为Ȉȇ方提供报关、运Ȁ等服务，受

ȇ方的会计账务和业务台账均不体现货物交易。此类代

理活动中，Ȉȇ方承ȋ相关交易的Ȍȍ，受ȇ方是交易

的中间人并收取相应佣金。Ȏȏ物流服务公司提供的代

理进出口服务多属于此类。此类情况，贸易信贷数据Ȑ



21

由Ȉȇ方企业填报，受ȇ方企业无需填报。

例如，Ȏȏ物流企业代理进出口。某公司是注册在

保税区内的Ȏȏ物流企业，代理进出口企业收发货，收

取Ȏȏ服务费。进口货物先由该物流企业收货并ȑ理报

关，货物存放保税区，再由实际进口企业报关从保税区

内运出；出口货物先由实际出口企业报关运至保税区，

再由该物流企业报关出口。上述活动中，实际进出口企

业对货物贸易和资金收支进行记账，物流企业对服务佣

金收入进行记账。

二是受ȇ方实际取得货物所有权或受ȇ方虽未取得

货权但业务台账可Ȓȓ货物交易信息。此类代理活动中，

如果受ȇ方将代理进出口业务视同自营，在账务处理上

对代购代销商品进行入Ȕ及销售核算，则受ȇ方企业可

直接按照账面相关金额申报贸易信贷数据。如果受ȇ方

在账务处理上对代购代销商品不进行入Ȕ及销售核算，

则受ȇ方应从其他业务台账、备查账ȕ、往来科目、银

行存款账户Ȃ动等信息中获取贸易信贷数据。如受ȇ方

与Ȉȇ方同为贸易信贷调查企业，Ȉȇ方企业无需将此

类代理业务纳入申报范围。特殊情况下，如受ȇ方确无

法完成申报，Ȉȇ方和受ȇ方应Ȗ商确定贸易信贷申报

工作的分工，保证不重复不ȗȘ。

例如，某公司șȚ代理țȜȝ进口业务，海关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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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ȟȠ进口报关单。该公司会计账务处理如下：

收取被代理企业货款：

借 银行存款 210
贷 应收账款—国内 210

支付国外货款：

借 应付账款—国外 200
贷 银行存款 200

向被代理企业开具代理服务费发票：

借 应收账款—国内 210
贷 应付账款—国外 200
贷 代购代销收入 10

（九）贸易融资

对于各类贸易融资业务，企业均应按照会计账面金

额填报贸易信贷申报表。

1．出口项下贸易融资

（1）买断性贸易融资。出口项下买断性贸易融资主

要包括ȡ费Ȣ、买断性ȁ的保理和其他买断贸易融资。

出口企业ȑ理买断性贸易融资后，无ȣ从境内银行还是

从境外银行收款，均认定为出口货款的收回，同时将对

境外进口商的债权转移给银行，会计处理为借记“银行

存款”，贷记“应收账款”。企业应根据会计科目填报贸

易信贷申报表，其中“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指标

中Ȥȥ将买断性出口贸易融资金额加回。

（2）贷款性贸易融资。出口项下贷款性贸易融资主

要包括出口Ȧ汇、出口海外代付等贷款性ȁ的贸易融资。

出口企业ȑ理贷款性贸易融资后，无ȣ从境内银行还是

从境外银行收款，均认定为获得流动资金贷款，其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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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进口商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Ȃ，会计处理为借记“银

行存款”，贷记“Ǿ期借款”。此时企业不对“应收账款”

进行冲销，从境外进口商收到货款后方贷记“应收账款”。

企业应根据会计科目填报贸易信贷申报表，其中“期末

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指标中Ȥȥ混入“Ǿ期借款”等

会计科目数据。

2．进口项下贸易融资

进口项下贸易融资主要包括进口Ȧ汇、进口海外代

付等贷款性ȁ的贸易融资。企业ȑ理进口贸易融资后，

无ȣ由境内银行还是由境外银行代付，均认定为进口货

款的支付，同时将对境外出口商的债务转为对银行的Ǿ

期借款负债，会计处理为借记“应付账款”，贷记“Ǿ期

借款”。企业应根据会计科目填报贸易信贷申报表，其中

“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指标中Ȥȥ将进口贸易融

资金额加回。

四、特殊行业填报说明

（一）大型设备制造类企业

与ȧ通进出口企业记账方式不同，大型Ȩȩ、海Ȫ

工程结构物ȫ用设备、Ȭ机等制造企业因设备生产周期

较长，采用完工ȭ分比等方法记账。此类企业应遵循合

同Ȯ定的权ȯ和义务，按工程进度结算时点确认“应收/

预收账款”，并以此为依据填报贸易信贷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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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类企业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类企业根据业务șȑ情况，可分

为自营模式和商家入Ȱ模式。自营模式下，电子商务企

业可能存在大量网购产品等未纳入海关统计的货物，此

类交易的交易对手如是境外个人或企业，应将其纳入贸

易信贷统计范ȱ。商家入Ȱ模式下，电子商务企业应参

考“三（八）代理进出口”业务的要求进行填报。

（三）融资租赁类企业

跨境融资租赁与贸易信贷形式上具有相Ȳ之处，均

为对货物贸易的融资，在交易主体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

系，但两者分别属于不同金融工具类型。融资租赁实ȁ

为贷款，贸易信贷实ȁ为应收/应付款。因此，融资租赁

业务不应纳入贸易信贷统计范ȱ。

（四）对外承包工程类企业

对外承包工程是指境内企业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

的活动。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原则，承包工程属于建设服

务（境外无实体企业或项目ȑ公ȳ）或对外直接投资（境

外注册成立实体企业或设有项目ȑ公ȳ），承包工程项下

发生的货物贸易属于工程成本的一部分，不单ȴ统计为

货物交易。因此，承包工程类企业无需进行贸易信贷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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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口不收汇/进口不付汇”特殊企业

“出口不收汇/进口不付汇”特殊企业是指有货物进

出口但无合理原因不收款/不付款且长期无法联系的企

业。合理原因通常包括代理进出口业务、样品进出口等

导致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不付汇。如出口不收汇特殊企

业纳入调查，无需替换样本，应由所在地分支局代为申

报。在填写出口申报表时，应采取零报送方式。即，当

期出口总额填报海关记录金额，应收款余额、预收款余

额、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以及当期偏差项均填报为零，

收款平均周期填报ȵ内样本企业的平均收款天数。如存

在相同情况的进口不付汇特殊企业，采用相同方法进行

申报。

五、样本企业选取原则

（一）样本选取方法

贸易信贷调查的样本是发生一定ȶ模以上的货物进

出口或货物贸易收付款的企业，调查采取月度调查和年

度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全部月度调查企业的货物进出口

ȶ模或货物贸易收付款ȶ模ȷȸ全国总量的 50%，全部

月度和年度调查企业的合计货物进出口ȶ模或货物贸易

收付款ȶ模ȷȸ全国总量的 70%。上述ȷȸ率将视情况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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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替换方法

应替换的样本包括但不ȹ于：一是无自营进出口且

代理业务不进行相关账务处理的企业，例如仅收取佣金

的代理报关企业和Ȏȏ物流企业；二是发生Ⱥ业Ȼȼ、

营业执照被注销等重大Ƚ项的企业；三是主营业务为融

资租赁类和承包工程类企业。原则上，上述企业应由分

支局用其他企业进行替换，前提是两者货物进出口ȶ模

或货物贸易收付款ȶ模相当。如确实存在替换困难，应

直接Ⱦ除样本，Ȥȥ采用零报送方式。

六、非现场核查的方法和处理

贸易信贷数据非现场核查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通

过贸易信贷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校验数据的准确性；

二是ȯ用海关进出口、国际收支涉外收付款、外债等外

部数据ȿ，对数据准确性进行辅助判断。需说明的是，

数据校验仅为ɀ核数据的辅助手段，校验发现的问题均

为可Ɂ情况，并不代表数据一定Ȇɂ。对于分支局ȒɃ

的数据校验Ɂ问，填报企业需深入查Ʉ和分析原因，并

判断数据是否Ʌ实、准确和全面。如数据无ɂ，应备注

合理的理由；如数据有ɂ，应及时ǹ正。

（一）差异率公式核查方法

基于企业填报贸易信贷数据与国际收支涉外收付款

统计中的货物贸易项下收付款数据、海关进出口数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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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债Ɇ记数据中进口承ɇ信用证余额之间的内在关

系，在贸易信贷数据核查时，设计并Ɉ用ɉ 7个差异率

公式（见表 4）。

表 4 差异率公式及用Ɋ
序号 公式 用途

1
ABS[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贸易项
下出口收入（本期）]/贸易项下出口收
入（本期）

用于比对企业填报收款数据与涉外

收入申报数据的差异。

2

ABS[当期出口总额＋上期期末账面出
口应收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出口预

收款余额－当期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

余额＋当期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

－贸易项下出口收入（本期）]/贸易项
下出口收入（本期）

用于综合校验企业填报出口数据、应

收/预收数据和涉外收入申报数据的
逻辑关系。

3
ABS[当期出口总额-海关出口总额（本
期）]/海关出口总额（本期）

用于比对企业填报出口数据与海关

一线统计出口数据的差异。

4
ABS[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贸易项
下进口付款（本期）]/贸易项下进口付
款（本期）

用于比对企业填报付款数据与涉外

付款申报数据的差异。

5

ABS[当期进口总额＋上期期末账面进
口应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预

付款余额－当期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

余额＋当期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

－贸易项下进口付款（本期）]/贸易项
下进口付款（本期）

用于综合校验企业填报进口数据、应

付/预付数据和涉外付款申报数据的
逻辑关系。

6
ABS[当期进口总额-海关进口总额（本
期）]/海关进口总额（本期）

用于比对企业填报进口数据与海关

一线统计进口数据的差异。

7
当期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银行报
告的进口承兑信用证余额

用于校验企业应付款余额是否包含

银行承兑进口信用证余额。

注：1.斜体表示数据来自海关进出口、国际收支涉外收付款、外债等外部数据源。

2.ABS为取绝对值。

如果差异率 1、差异率 3、差异率 4、差异率 6大于

10%，差异率 2、差异率 5大于 20%，或者差异率 7小于

0，填报数据将被视为可Ɂ。引起差异率异常的常见原因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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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差异率异常的原因
是否

合理
导致异常的原因 举例

否

未按贸易信贷统

计口径填报数据

未将离岸转手买卖纳入货物贸易

误将（来）出料加工纳入货物贸易

误将海关特殊监管区企业（居民）与境内区外企业（居民）

的贸易纳入货物贸易

未将与非居民之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资金纳入统计

错选币种 币种选择美元，但报数时按人民币填写

填错货币单位 误将“万”作为填报单位

其他因素

贸易抵扣轧差填报

上期数据填报错误

存量、流量数据统计混淆

发生数与累计发生数混淆

是

外部辅助校验数

据与贸易信贷统

计口径存在差异

境内银行提供出口买断性融资，或自海外银行融资代付进

口

涉外收付款申报时点、海关报关时点与企业自身会计记账

时点不一致

与非居民进行货物贸易但货物未进出海关一线关境

涉外收付款申报

主体、海关报关

主体与财务处理

主体不一致

集团统一对外收付货款

货物跨境但境内收付货款

货物境内交割但资金跨境收付

代理报关、代理进出口

其他因素

外部辅助校验数据与企业账务处理使用汇率不同，上期和

本期使用汇率不同

无需收付款的样品进出口

特殊行业类企业

核销坏账

（二）其他核查方法

1．ɋɌ关系核查

（1）经ɍ类型代码与第一投资国国别、投资国占比

不Ɏ配。对于经ɍ类型为港澳台ȴ资和外资（230和 330）

的企业，第一投资国占比应为 100%；对于内资企业，第

一投资国占比应大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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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应付款与平均周期的ɋɌ关系不Ɏ配。“期

末出口应收款余额/进口应付款余额”不为 0时，“出口应

收款/进口应付款平均周期”不应为 0。

（3）出口应收款余额和进口应付款余额过小。参与

调查的企业均为具有一定ȶ模的进出口企业，排除“出口

不收汇/进口不付汇”特殊企业、已备注合理原因的情况

外，出口应收款余额或进口应付款余额填报为“0”或过小

将被视为可Ɂ数据。

2．比对核查

（1）企业填报进出口总额与海关进出口一致或者相

近。企业应根据自身会计账填写“当期进口总额”和“当期

出口总额”。通常，由于会计记账时点与海关统计时点不

同，企业填报的“当期进口/出口总额”与海关统计的进出

口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除“出口不收汇”与“进口

不付汇”特殊企业外，若两者金额完全一致或ɏ分相近，

将被视为可Ɂ数据。

（2）企业填报进出口总额与海关进出口差异过大。

除特殊情况外，在较长时间段内，企业填报的多期进出

口ɐ计值应与同期海关统计的进出口总额大体相当。若

两者差异过大，将被视为可Ɂ数据。

（3）企业填报收付款与涉外收付款申报数据差异过

大。除特殊情况外，在较长时间段内，企业填报的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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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付款ɐ计值应与同期涉外收付款统计的货物贸易收支

总额大体相当。若两者差异过大，将被视为可Ɂ数据。

（4）当期偏差过大。货物贸易、贸易资金收付以及

贸易信贷三者通常存在等式关系。即，企业填报的“当期

出口总额（T0210）”与“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T0220）

+（当期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出口应收

款余额）-（当期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

出口预收款余额）”、“当期进口总额（T0310）”与“当

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T0320）+（当期期末账面进口

应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当期期末

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

应基本相等。通常，上述偏差的ɑ对值如过大，将被视

为可Ɂ数据。

（5）关联企业的贸易信贷数据大于整体。企业与关

联企业的货物贸易往来是其各类货物贸易往来的一部

分，若填报的对关联企业的贸易信贷数据大于整体数据，

将被视为可Ɂ数据。

3．时间ɒɓ核查

（1）当期期ȃ存量与上期期末存量不一致。通常，

企业本期填报的上期存量（出口应收/预收、进口应付/预

付）应与上期填报的本期存量基本一致，以体现数据的

ɔɕ性。如两者存在较大差别，将被视为可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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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额数据ɖ比大ȅȂ动。通常，货物贸易具有

ɔɗ性和长期ɘ定性，前后两期贸易信贷存量数据不应

发生较大Ȃ化。若出口应收/预收余额或进口应付/预付余

额ɖ比大ȅȂ动，将被视为可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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