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中旬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中旬

一、会计科目的设置

现行会计准则下，商业银行会计科目设置如下：“贷款”科

目核算商业银行按规定发放的各种客户贷款，可按贷款类别、

客户，分别“本金”、“利息调整”、“已减值”等进行明细核算。期

末借方余额，反映银行按规定发放但尚未收回贷款的摊余成

本。“贷款损失准备”科目核算商业银行贷款的减值准备，可按

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资产类别进行明细核算。期末贷方余额，

反映银行已计提但尚未转销的贷款损失准备。“资产减值损

失”科目核算商业银行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所形成的损失。期

末，应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无余

额。“利息收入”科目核算商业银行确认的利息收入，可按业务

类别进行明细核算。期末，应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

目，结转后本科目无余额。

二、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确认和计量

1. 贷款的初始确认。商业银行应按发放贷款的本金和相

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其中，交易费用是指可直

接归属于发放贷款新增的外部费用，不包括内部管理成本、差

旅费以及其他与贷款不直接相关的费用。发放贷款时，应按贷

款的合同本金，借记“贷款———本金”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

额，贷记“吸收存款”等科目，存在差额时，按其差额借记或贷

记“贷款———利息调整”科目。

2. 贷款的后续计量。商业银行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

摊余成本对贷款进行后续计量。

（1）摊余成本的确定。摊余成本=初始确认金额-已偿还

的本金依采用实际利率法将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

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贷款已发生的减值损

失。企业在确定实际利率时，应当在考虑贷款合同条款（包括

提前还款权等）的基础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但不应考虑未来

信用损失。

（2）利息收入的确认。贷款持有期间所确认的利息收入，

应当根据实际利率计算。实际利率应在取得贷款时确定，并在

贷款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实际利率

与合同利率差别较小的，也可按合同利率计算利息收入。相关

计算公式列示如下：淤每期期末的应收利息=贷款合同本金伊

合同利率；于某期应确认的利息收入=该期贷款的期初摊余

成本伊实际利率；盂某期利息调整的摊销额=该期确认的利息

收入-同期应收利息。资产负债表日，应按计算确定的应收未

收利息，借记“应收利息”科目，按计算确定的利息收入，贷记

“利息收入”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贷款———利息调整”

科目。收到利息时，借记“吸收存款”等科目，贷记“应收利息”

科目。

（3）贷款的减值。确定贷款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贷款损失准备”科目。同时，

要将“贷款———本金”和“贷款———利息调整”科目的余额转入

“贷款———已减值”科目，借记“贷款———已减值”科目，贷记

“贷款———本金”科目，借记或贷记“贷款———利息调整”科目。

贷款发生减值后，资产负债表日应按贷款的摊余成本和实际

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收入，借记“贷款损失准备”科目，贷记

“利息收入”科目。同时，将按合同本金和合同利率计算确定的

应收未收利息金额进行表外登记。对贷款确认减值损失后，如

有客观证据表明该贷款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

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如债务人的信用等级已提高等），原确认

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后的

账面价值不应当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贷款在转

回日的摊余成本。

3. 贷款的收回。收回未减值贷款时，按客户归还的金额，

借记“吸收存款”等科目，按收回的应收利息金额，贷记“应收

利息”科目，按归还的贷款本金，贷记“贷款———本金”科目，按

其差额，贷记“利息收入”科目。存在利息调整余额的，还应同

时结转。收回减值贷款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吸收存

款”等科目，按相关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借记“贷款损失准备”

科目，按相关贷款余额，贷记“贷款———已减值”科目，按其差

额，借记或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贷

款，按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作为呆账予以转销，借记“贷款损

失准备”科目，贷记“贷款———已减值”科目。按管理权限报经

批准后转销表外应收未收利息，减少表外“应收未收利息”科

目金额。已确认并转销的贷款以后又收回的，按原转销的已减

值贷款余额，借记“贷款———已减值”科目，贷记“贷款损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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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科目。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吸收存款”等科目，按原转

销的已减值贷款余额，贷记“贷款———已减值”科目，按其差

额，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例 1：20伊1年 1月 1日，甲商业银行以“折价”方式向 A

企业发放一笔 5年期贷款 5 000万元（实际发放给 A企业的

款项为 4 900万元），合同年利率为 10%，并约定每年末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甲银行的会计处理如下：

设贷款的实际利率为 r，则 500伊（1+r）-1+500伊（1+r）-2+

500伊（1+r）-3+500伊（1+r）-4+5 500伊（1+r）-5=4 900（万元）。利

用插值法计算得出：r抑10.53%。贷款的各期摊余成本及利息

收入见下表，单位为万元，计算结果四舍五入取整。

编制会计分录如下：20伊1年 1月 1日：借：贷款———本金

5 000；贷：吸收存款 4 900，贷款———利息调整 100。20伊1年 12

月 31日：借：应收利息 500，贷款———利息调整 16（差额）；贷：

利息收入 516。借：吸收存款 500；贷：应收利息 500。20伊2 年

12月 31日、20伊3年 12月 31日、20伊4年 12月 31日的会计

分录同 20伊1年 12月 31日。20伊5年 12月 31日：借：应收利

息 500，贷款———利息调整 24（差额）；贷：利息收入 524。借：

吸收存款 5 500；贷：贷款———本金 5 000，应收利息 500。

例 2：沿用例 1的资料，假设 20伊3年 12月 31日，有客观

证据表明 A企业发生严重财务困难，甲银行据此认定对 A企

业的贷款发生了减值，并预期 20伊4年 12月 31日将收到利

息 500万元、20伊5年 12月 31日仅收到本金 2 500万元。其他

有关资料及甲银行的会计处理如下：

20伊3年 12月 31日，计算应计提的贷款减值损失。淤未

确认减值损失前的摊余成本为 4 954 万元（见上表）；于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500伊（1+10.53%）-1+2 500伊（1+

10.53%）-2抑2 498.7（万元）；盂应确认的贷款减值损失=

4 954-2 498.7=2 455.3（万元）。

编制会计分录如下：20伊3年 12月 31日：借：应收利息500，

贷款———利息调整 20（差额）；贷：利息收入 520。借：吸收存款

500；贷：应收利息 500。20伊3年 12月 31日，确认计提的减值

损失：借：资产减值损失 2 455.3；贷：贷款损失准备 2 455.3。

借：贷款———已减值 4 954，贷款———利息调整 46；贷：贷款

———本金 5 000。20伊3年末的摊余成本=4 954-2 455.3=2 498.7

（万元）。

20伊4、20伊5年的相关计算见右上表。

编制相关会计分录如下：20伊4年末：借：贷款损失准备

263；贷：利息收入 263。借：吸收存款 500；贷：贷款———已减值

500。20伊5年末：借：贷款损失准备 238.3；贷：利息收入 238.3。

甲银行与 A企业将贷款结算，实际收到现金 2 800万元。借：

吸收存款 2 800，贷款损失准备 1 954；贷：贷款———已减值

4 454，资产减值损失 300（差额）。

三、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报告

1. 贷款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反映和披露。“发放贷款和垫

款”项目反映银行发放的贷款和贴现资产扣减贷款损失准备

期末余额后的金额，根据“贷款”、“贴现资产”等科目的期末余

额合计，减去“贷款损失准备”科目所属明细科目期末余额后

的金额分析填列。例 2中，20伊3年 12月 31日“贷款”和“贷款

损失准备”科目的年末余额分别为 4 954万元、2 455.3万元，因

此“发放贷款和垫款”项目的期末余额为 2 498.7万元。

2援贷款在利润表中的反映和披露。“利息收入”项目反映

银行经营贷款业务等确认的利息收入，应根据“利息收入”科

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反映银行经营贷

款业务发生的减值损失，应根据“资产减值损失”科目的发生

额分析填列。如例 2中，甲银行 20伊3年该项贷款业务确认的

利息收入为 520 万元、确认的减值损失为 2 455.3 万元，因

此本年度利润表中“利息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为 520万元、

上期金额为 518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的本期金额为

2 455.3万元。

3援贷款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反映和披露。“收取利息、手续

费及佣金的现金”项目反映商业银行本期收到的利息、手续费

及佣金，减去支付的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净额，可根据“利息

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应收利息”等科目的记录分析

填列。“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项目反映商业银行本期发

放的各种客户贷款以及办理商业票据贴现、转贴现融出等业

务的款项的净增加额，可根据“贷款”、“贴现资产”、“贴现负

债”等科目的记录分析填列。现金流量表附注中，在将净利润

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需要将因贷款减值计提的资产

减值准备加回。本项目可根据“资产减值损失”科目的记录分

析填列。如例 2中，甲银行编制 20伊3年度现金流量表附注

时，“资产减值准备”项目的本期金额为 2 455.3万元。

【注】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

学者项目经费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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