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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预期损失法与实际损失法的异同，举例说明了预期损失法在金融资产减值计量中的运用，并

指出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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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损失法在金融资产减值计量中的应用

《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IAS39）采用实际损失法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其规定：当
且仅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一项金融资产（或一组金融资产）初

始确认以后发生的一个或多个事项（“损失事项”）导致该资产

发生了减值，并且该损失事项（或多个损失事项）影响了可靠

估计该金融资产或该组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该

金融资产或该组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并产生了减值损失；未

来事项引起的预计损失，无论发生的可能有多大，都不予以确

认。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实际损失法的许多缺陷暴露出来：

提前确认利息收入（其中包括涵盖贷款人预期贷款损失的金

额）而减值损失仅在损失事件发生后才予以确认；减值损失的

确认具有滞后性，对企业财务状况易产生“悬崖效应”，即减值

损失的确认对企业的损益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等。

2009年 6月 25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
一项信息征询稿，就金融资产减值使用预期损失法的可行性

征求公众意见，并于同年 11月 5日发布第二阶段征求意见
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预期损失法是针对

IAS39中的实际损失法而言的。预期损失法是 IASB在充分
研究实际损失法后，基于公允价值和动态减值方法确定采用

的。

一、预期损失法与实际损失法的比较

预期损失法又称“预期现金流量法”。在该方法下，确定用

于金融资产后续计量的实际利率时要考虑预期信用损失，将

预期信用损失作为预期现金流入的抵减项。在后续期间，企业

对金融资产的预期现金流量（包括预期信用损失）进行持续评

估，如果预期现金流量发生变化，则相应调整金融资产的账面

价值。在预期损失法下，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是指未调整现金流

量前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考虑预期现金流量变化后的现金

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但是，在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时不允许确

认减值损失。如果在后续期间发生了对预期信用损失有利的

变化（如贷款的违约率降低），经调整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会

超过初始确认时的账面价值。

预期损失法与实际损失法的区别在于：确定用于后续计

量的实际利率时，预期损失法下要考虑预期信用损失，在计量

日不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减值损失以及减值损失转回时不需

要有“触发事件”。预期损失法与实际损失法的比较分析具体

见表 1：

二、预期损失法应用示例

例：20伊1 年 1 月 1 日，XYZ 银行对外发放每项本金为
10 000元、合同年利率为 5%的 5年期贷款组成的 100项贷款
组合，借款人到期一次偿还本金，利息按年支付。20伊2年 12
月 31日，XYZ银行对原预期现金流量进行修正以反映高于
初始预期的年度违约金。XYZ银行于 20伊1年 1月 1日、20伊2
年 12月 31日对预期现金流量的估计分别如表 2、表 3所示。
20伊2年 12月 31日后，XYZ银行没有变更对预期现金流量
的估计。

预期损失法 实际损失法

减值损失的
转回

通过调整预期现金流量
自动转回渊不需要有野触
发事件冶冤曰转回后的金额
不得超过按实际利率折
现的合同现金流量

如果确认减值损失后存在
减值转回的野触发事件冶则
必须转回曰转回后的金额不
得超过摊余成本

实际利率的
初始确定

基于初始账面净值和针
对预期信用损失而调整
的预期现金流量

基于初始账面净值和预计
的未来现金流量渊不考虑预
期信用损失冤

减值的野触发
事件冶 不需要有野触发事件冶

必须要有野触发事件冶曰以指
标渊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冤
为基础

调整后的账
面金额的
计量

持续更新反映预期信用
损失的预期现金流量袁
按原实际利率渊针对固
定利率工具冤折现曰无公
允价值调整曰反映预期
信用损失

将反映已发生损失的预期
现金流量按原实际利率渊针
对固定利率工具冤折现曰无
公允价值调整曰不反映仍未
发生的预期信用损失

减值的确认 减值损失计入损益 减值损失计入损益

后续减值
通过持续重新估计现金
流量自动确认

如果预期将会发生进一步
损失

减值后的利
息收入确认

基于实际利率
基于原实际利率渊针对固定
利率工具冤

表 1 预期损失法与实际损失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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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IAS39可以计算出实际损失法下的实际利率为 5%，
设预期损失法下的实际利率为 R，则可以列出等式为：

50 000伊（1+R）-1+50 000伊（1+R）-2+50 000伊（1+R）-3+
50 000伊（1+R）-4+1 050 000伊（1+R）-5=1 000 000
采用插值法，我们可以计算得出实际利率 R=4.2%，由此

可以编制表 4。我们可以看出，采用预期损失法计算得出的实
际利率小于采用实际损失法得出的实际利率，这是因为在预

期损失法下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作为预期现金流量的抵

减项。

20伊2年 12月 31日，XYZ银行认为未来三年贷款违约
率和现金流入的估计将会发生不利变化，因此根据新的估计

对贷款的账面价值进行了调整，将贷款的账面价值调低 11 162
元，即确认减值损失 11 162元，这表明贷款的信用风险进一
步加大，资产质量降低。

三、预期损失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1. 减值准备系统转换的成本和筹备时间问题。企业采用
预期损失法，势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费用（如财会人员的培训

费用、财务软件的升级改造费用等），耗费企业大量的时间进

行筹备工作。如果考虑到国别因素和语言差异，还需要开展翻

译工作，以及 IASB与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协调工作。所
以，IASB留出了充足的时间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2. 预期损失法的实际操作困难。相关操作事项包括：管

理层需要创建模型和开发系统来估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

存续期内的未来现金流量和信用损失；管理层需要考虑是以

单独的形式还是以组合的形式来评估和计量减值；管理层需

要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时收集或获取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资产的历史损失数据或评级信息；管理层在估计未来现金

流量时需要做出艰难、主观和复杂的判断；管理层需要创建相

应的系统，使在金融资产存续期内运用实际利率法（或者实施

其他针对预期信用损失的分摊机制）时能够考虑初始预期信

用损失；管理层需要定期更新预期信用损失和其他现金流量

等信息。

3. 金融资产减值信息披露问题。在金融体系日益市场化
的情况下，市场外部约束机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信息的透明

度更为重要。本次金融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信息的透

明度不高，误导了市场参与者，加剧了市场波动。在某种程度

上，预期损失法通过对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匀滑达到减小对

当期企业业绩的影响，这样做也模糊了企业各个时期的绩效，

使得投资者对企业业绩的识别和判断变得更加困难。解决此

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在信息披露中增加相应的要求，这就对金

融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加重了企业

的负担。

4. 对企业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次金融危机产生
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业在评估信用风险时过于依赖外部评级

机构，忽视了内部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为防范系统性风险，

银行体系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

求，在现有模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敏感

性分析、移动平均分析等方法，使历史数据更具前瞻性。此外，

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性。风险管理归根结底是靠人而不

是靠机器和模型来完成的。

四、结论

在预期损失法下，预期损失将在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的存续期内持续确认，而不是在识别出损失事件后才予

以确认。预期损失法避免了多数人认为的实际损失法下的不

匹配———提前确认利息收入（其中包括涵盖贷款人预期贷款

损失的金额）而减值损失仅在损失事件发生后才予以确认，从

而可以有效克服实际损失法的“亲经济周期性”。因此，我们认

为预期损失法能更好地反映贷款决定。作为一种新的金融资

产减值计量方法，预期损失法在实际运用中肯定会遇到许多

问题和挑战，这就对企业及其财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

是，我们相信在 IASB的积极推动、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
配合以及企业财会人员的努力下，经过一个平稳的过渡期，金

融资产减值计量方法将会实现彻底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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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表中鄢表示数据作了微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