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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税收中性”为研究视角，应用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理论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实证分

析，尝试估算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最佳税前扣除比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比

例是基本合理的，但也存在着结构性不合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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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贷款损失最佳税前扣除比例计算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较高，影响了银行业

对经济的支持能力，也加大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国际经

验表明，将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务处理制度和会计处理制度

密切结合起来，使税收制度安排能遵循税收中性原则，有利于

商业银行客观估计贷款风险、提足呆账准备金、防范和化解金

融风险。本文以“税收中性”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

资产进行实证分析，尝试估算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最佳

税前扣除比例，并对现行规定比例的合理性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是银行所得税的核心问题。

对于银行提取的坏账准备金能在税前多大比例地扣除，商业

银行、监管部门以及财税部门存在较大争议。目前相关研究主

要是从理论上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性质、与税收的关系、贷

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方法及其税务处理等进行定性分析，并

结合国外发达国家的具体实践对我国现行制度进行评价。何

家辉（2001）、李文宏和侯梦春（2005）从理论基础与国际比较
两方面入手，对“何时”及“如何”将贷款损失在税前扣除进行

了解释，并对比了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方法。钟炜（2005）
分析了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制定应该遵循的两个基本原

则：一是要符合税收中性原则；二是要避免对银行提取足额准

备金的行为产生制约。他指出我国现行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

策并不符合这两个原则，因此建议进行政策调整，由一般准备

法改为更合理的特殊准备法。黄道平和辛玲（2002）从税收机
制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银行贷款损失处理与税收之间的

关联及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对银行贷款损失的若干涉税问题

如信贷资产估价与贷款损失的确认、税收贷款损失与法定贷

款损失的协调、贷款损失的应收未收利息税收待遇的处理等

展开具体的探讨与分析。孙天琦和杨岚（2005）以我国五家上
市银行为例，调查了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实际计提情

况，分析了上市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范围、计提基础、

计提比例、对抵押物金额的扣除以及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的

变化趋势等。

丁友刚和宋献中（2006）从税收中性原则出发，建立了银
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理论分析模型，并以核销法与全部准备

法为政策框架，对我国现行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进行了分

析。但他们的研究仅限于理论分析，没有进行实证分析。本文

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我国商业银行为样本，对在现行

法律制度下的贷款损失最佳税前扣除比例进行估算，从而对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进行实证分析。

二、税收中性原则在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前扣除中的运用

1援 税收中性原则。“税收中性”是西方经济学、税收学的
一个古老理论和基本原则。对于税收中性原则，我们可以从狭

义与广义两个方面理解。从狭义上说，“税收中性”作为税收学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指税制设置应当不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应

当避免对市场经济行为的扭曲，从而使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

置作用。狭义的税收中性原则反映的是亚当·斯密关于“国家

不干预经济、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观点，这是一种理

想状态。从广义上来说，税收中性原则要求尽可能地减小税收

制度对市场经济的扭曲程度，而不是要求达到“完全避免扭

曲”这一理想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次优原则”。既然课税所带

来的效率损失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任何税制设置就要尽可能

地减少这种效率损失，同时使纳税人公平地承担这些必要的

税负。

对纳税人来说，如果一项资产的相对价值在征税前后没

有发生改变，纳税人的资产配置决策就不会改变，这样的征税

就达到了税收中性。税收政策如何才能保证资产的相对价值

在征税前后不变？Samuelson（1964）认为，只要对一项资产的
经济收益征税，该项资产对于纳税人的相对价值在征税前后

就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 Samuelson以税收中性为基础建立
的“税率不变性”基本定理。其中，经济收益是指当期所获得的

净现金流量加上资产价值的变化。对银行贷款资产来说，当期

现金流量包括本金的流入流出和各期利息收入的流入，而利息

转本金、本金偿付以及坏账的发生都会使资产价值发生变化。

2援 税收中性原则的运用。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方法包括

援 下旬窑47窑阴

———基于税收中性原则的分析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核销法和准备金法两种，其中：准备金法又可细分为专项准备

金法、一般准备金法和全部准备金法。运用核销法时，对于商

业银行贷款业务中出现的坏账损失，只有得到税务机关批准

核销的部分才能进行税前扣除；在运用准备金法时，允许税前

扣除的金额等于当期准备金的净增加额加上坏账的净核销

数。无论是核销法还是准备金法，只有当税前扣除额与实际坏

账损失在数量和时间分布上匹配时，企业所得税才能达到税

收中性。如果前者后于后者变化时，将出现征税过度，相当于

在法定税费之外对商业银行征收了一笔惩罚性税款；反之，则

出现征税不足，相当于商业银行享受了某种优惠税率。在不考

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当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政策能使企业所

得税达到税收中性时，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等于名义税率，

贷款资产的税后价值 L0' 等于税前价值 L0，r忆=r伊（1-tr）。其
中：r忆是贷款的税后收益率；r是贷款的税前收益率；tr是法定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企业所得税税率、税收中性、贷款收益率、

贷款资产价值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三、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理论模型

1援 核销法的理论模型。假设某项贷款每期坏账的产生和
核销、利息支付、本金变化均在期末一次性发生，各期坏账核

销数为 Vt，转回数为 Vt'，则净核销数吟Vt=Vt-Vt'；各期本金
收回数为 Pt，利转本为 Pt'，则本金净变化吟Pt=Pt-Pt'。令 LH'
为核销法下贷款的当前税后价值，则：

LH'=L0+ 吟Vt伊tr
（1+r'）t - （吟Lt-吟Pt）伊tr

（1+r'）t （1）

一般来说，一项贷款资产的价值发生变化的原因不外乎

坏账或本金发生了变化。贷款本金增减不会对企业所得税造

成影响，因此影响贷款资产税后价值的主要因素是坏账的增

减。我们可以把模型（1）中的吟Vt视为坏账的“会计成本”（税

务机关认可的成本），把“吟Lt-吟Pt”视为坏账的“经济成本”

（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由于 吟Vt= （吟Lt-吟Pt），因

此在不考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坏账的会计成本等于总的经

济成本，但它们在数量和时间分布上不一定完全匹配，由此导

致出现税收中性、征税不足或征税过度。

2援 一般准备金法的理论模型。在一般准备金法下，每期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为当期坏账净核销数加上准备金的净增

加额。由于准备金总是先计提后冲销，因此一般准备金法下的

贷款税后价值总是大于核销法下的贷款税后价值。假设某项

贷款期初价值为 L0，各期净核销数为吟Vt，本金净变化为

吟Pt，则各期准备金的计提基数为：L0-吟V1-吟P1，L0-吟V1-
吟P1-吟V2-吟P2，…，L0-吟V1-吟P1-…-吟Vn-吟Pn。税法

允许税前扣除的一般准备金比例为 琢，则各期可以税前扣除
的数额为：吟V1+琢（L0-吟V1-吟P1），吟V2-琢吟V2-琢吟P2，

…，吟Vn-琢吟Vn-琢吟Pn。令 LY'为一般准备金法下贷款的当
前税后价值，则：

LY'=LH'+琢伊［L0伊tr
1+r' - （吟Vt+吟Pt）伊tr

（1+r'）t ］

=L0+ 琢L0伊tr
1+r' + （1-琢）（吟Vt+吟Pt）伊tr

（1+r'）t

- 吟Lt伊tr
（1+r'）t （2）

运用一般准备金法时，影响贷款税后价值的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允许税前扣除的一般准备金比例 琢。如果 琢值太小，则
可以在税前列支的贷款损失准备很少，此时一般准备金法接

近核销法，建立准备金制度意义不大；如果 琢值偏大，则商业
银行管理层可能将贷款损失准备作为一种盈余管理手段，达

到少交企业所得税的目的。琢值的大小决定了将出现税收中
性、征税不足或征税过度。

四、实证分析

1援 实证模型。按照前文分析，要达到税收中性，必须有
LY'=L0，此时模型（2）等号右边后三项之和为零，即：

琢L0伊tr
1+r' + （1-琢）（吟Vt+吟Pt）伊tr

（1+r'）t - 吟Lt伊tr
（1+r'）t =0

（3）
为了便于对模型（3）中的其他参数进行统计或估计，在此

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特征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所有的贷款都采用按期付息、期末还本的还款方
式。

假设 2：坏账在贷款期间每期等额发生，在贷款期间和到
期后 3年内每期等额核销。

假设 3：坏账的发生和核销均集中在各期期末。

根据第 1个假设可知：吟Pt=
0 （t屹n）
吟Pn（t=n）嗓

根据第 2个假设可知：吟L1=吟L2=…=吟Ln= L0-吟Pn
n

根据第 3个假设可知：吟V1=吟V2=…=吟Vn+3=
L0-吟Pn

n+3

经过简单变形处理 ，模型（3）可表示为：
琢

1+r' - 琢伊吟pn
（1+r'）n + （1-琢）吟vt

（1+r'）t - 吟lt
（1+r'）t =0

（4）
在模型（4）中，吟pn是本金收回率，吟pn=吟Pn/L0，其中：

吟Pn 是期末收回的贷款本金。吟vt 是年度坏账净核销率，

吟vt=吟Vt/L0。由于吟Pn+ 吟Vt=L0，因此吟pn+ 吟vt=1。

吟lt是年度坏账发生率，吟lt=吟Lt/L0。n是贷款期限。r'是贷
款的税后收益率，r'=r伊（1-tr）=［R伊（1-吟ln）-吟ln］伊（1-tr）。
其中：R是贷款年利率，tr按照现行税法规定为 25%。

2援 实证分析结果。为了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本文选取
所有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表 1 ~表 3
是 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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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上述相关数据，可以得到各个

参数的估计值，进而计算出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最佳税

前扣除比例 琢，具体见表 4。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现行银行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比例到底是否合理呢？

根据表 4的结果是无法做出回答的，因而我们需要对商业银
行的实际坏账率做出估计。由于我国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均有

过大规模剥离不良贷款的历史，因此它们历年的坏账核销率

较低，并不适合作为实际坏账率估计的依据。四大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从商业银行接收了大量不良贷款，这些不良贷款的资

产回收率可以视为是对资产质量的真实反映。如果近似认为

商业银行现有不良贷款的资产质量与已剥离不良贷款的基本

相同，我们就能对商业银行的实际坏账率做出合理估计。截至

2006年底，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8 663.4
亿元，平均资产回收率为 24.20%，由此可知最终的实际坏账
占不良贷款的比例为 75.80%。200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率为 1.58%，由此可以合理估计出实际坏账率为 1.2%
（1.58%伊75.80%），大致等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规定
标准计提专项准备的水平，由此对应的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比

例为 0.86%。
根据对实际坏账率的估计和表 4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政策即贷款损失税前扣除

比例为贷款资产余额的 1%是合理的。但是由于不同类型商业
银行的贷款资产质量不同，其对应的最佳税前扣除比例也是

不同的（具体见表 5）。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行 1%的税前扣除比例是合适
的。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来说，现

行规定比例是偏高的，相当于国家对它们提供了一定的税收

优惠，这有利于促进中小银行的发展壮大和金融市场的繁荣。

但是对于农村商业银行来说，现行规定比例是偏低的，其实际

承受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要高于法定税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

资产质量相关数据无法获得，但一般认为它们的不良贷款率

是较高的，因此对它们来说现行规定比例也是偏低的。发展农

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有力支持，农村信

用合作社和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由于种种原

因，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普遍偏低，但

是它们无法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获得不良贷款剥离的政策性

支持，只能依靠自身发展来逐步消化和减少不良贷款。为了加

快农村金融发展，加强金融支农的力度，笔者建议至少在一段

时间内将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税前扣

除比例逐步提高至 1.5%。这既可作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一
项税收调控政策，也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同时，由于农村信用

合作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普遍较小，提高贷款损失

税前扣除比例不会对地方财政造成太大的压力。由此可见，虽

然从整体上看现行规定是合理的，但也存在着结构性不合理

的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1.何家辉. 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待遇的国际比较及启示.财
经问题研究袁2001曰3

2.李文宏袁侯梦春.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待遇的理论分析与
国际比较.国际金融研究袁2005曰11

3.钟炜.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研究.当代财经袁
2005曰10

4.黄道平袁辛玲.银行贷款损失的税收问题研究.湖南商学
院学报袁2002曰7

5.孙天琦袁 杨岚. 有关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制度的调查报
告要要要以我国五家上市银行为例的分析.金融研究袁2005曰6

6.丁友刚袁宋献中.贷款损失的税收政策研究.税务研究袁
2006曰12

7.邓子基袁邓力平.税收中性尧税收调控与产业政策.财政
研究袁1995曰9

正常类

关注类

次级类

可疑类

损失类

合计

91.28%
6.30%
1.13%
1.04%
0.25%

100.00%

五级
分类

0
2%

25%
50%

100%
-

0
0.13%
0.28%
0.52%
0.25%
1.18%

0
0.16%
0.37%
0.68%
0.33%
1.54%

0
0.13%
0.28%
0.52%
0.25%
1.18%

0
0.09%
0.20%
0.36%
0.18%
0.83%

各类贷
款占比

专项准备金
计提比例

坏账率

估计值1 估计值2 估计值3
专项准备金
/贷款总额

表 1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期限

已逾期

<1年

1 ~ 5年

>5年

加权平均

贷款占比

2.31%

46.41%

26.30%

24.98%

2.96年

期限

已逾期

<1年
1 ~ 3年
3 ~ 5年
>5年
加权平均

税前利率

-
6.095%
6.26%
6.18%
6.075%
6.12%

贷款占比

2.31%
46.41%
13.15%
13.15%
24.98%

-

表 2 贷款期限结构 表 3 贷款利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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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参数

估计值1
估计值2
估计值3

坏账率

1.54%
1.18%
0.83%

n
2.96
2.96
2.96

r'
4.18%
4.27%
4.37%

吟pn

98.47%
98.82%
99.18%

吟vt

0.26%
0.20%
0.14%

吟lt
0.52%
0.40%
0.28%

琢
1.10%
0.85%
0.59%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最佳税前扣除比例估值

银行类型

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外资银行

不良贷款率

1.80%
0.95%
1.30%
2.76%
0.85%

坏账率估计

1.36%
0.72%
0.99%
2.09%
0.64%

最佳扣除比例

0.98%
0.52%
0.71%
1.50%
0.46%

表 5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最佳税前扣除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