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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金融企业应收利

息冲减作了以下规定：对

2002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贷

款利息，自结息日起，逾期90

天（含90天）以内的应收贷款

利息，应继续计入当期损益；

贷款利息逾期90天以上的，

无论该贷款本金是否逾期，

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都不再

计入当期损益，待实际收回

时再计入损益。对已纳入损

益的应收贷款利息，在该贷

款本金或应收贷款利息逾期

超过90天（不含90天）以后，

应相应冲减利息收入。以上

规定因时间的不同而可能产

生两种不同的损益数据：

1. 当年度内产生的表内

应收贷款利息满足逾期超过

90天冲转条件的相关利息金

额，电子化系统将自动按时

逐笔冲转至表外，即应收贷

款利息同步等额减少表内金

额，增加表外金额，同时等额

冲减利息收入，相关税费也

会随着利息收入的冲减而得到调整。利息收入与营业税等在

相同年度内能自动调整准确，不会产生年度经营成果差异。这

种冲转变化主要发生在当年度的4月至12月。

2. 在当年度的10月至12月产生，且已入账的表内应收贷

款利息，未满足逾期超过90天冲转条件且年终决算损益结转

前未从贷款主体收回的相关利息金额，电子化系统要在下一

年度才自动逐笔冲转至表外。在具体执行自动冲转时，将形成

两种系统数据偏差：淤此时相关对应的贷款利息收入已纳入

冲转前年终决算，体现为上一年度的经营成果，且损益已结转

为零，但此时贷款利息收入仍未收回，说明上年末虚增贷款利

息收入，多缴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虚增经营

成果，产生财务偏差；于相关应收贷款利息存量跨年度后由表

内冲转至表外时，因年终决算损益已全额结转为零，电子化系

统将错位冲减下一年度的贷款利息收入。如果没有产生新的

贷款利息收入，该账户将出现负数，下一年度实际贷款利息收

入余额与系统账面贷款利息收入余额之间出现数据偏差，相

关税费自然也会随之受到偏差影响，由此导致损益也产生偏

差。

因贷款本金逾期而引起的包含上一年度产生的应收贷款

利息冲转，对损益与相关税费的偏差影响是类似的，其可能涉

及的业务范围主要是上一年度11月或12月产生的应收贷款利

息，因其不足90天的时间，但在下一年度的1月或2月其贷款本

金出现逾期时，根据上述有关文件规定，电子化系统在自动调

整贷款本金期限占用形态时，同时伴随相关对应的表内应收

贷款利息跨年度冲转表外，当然亦会随之出现对损益与相关

税费的年度偏差影响。

上述的偏差影响主要是在上一年度的10月至12月与下一

年度的1月至3月时间内发生，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引起下一年

度贷款利息收入偏离实际，第三年度或后续年度表外利息收

回时重复计算收入和相关税费，且不容易察觉和发现。同时也

进一步说明当年度的经营成果仍然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因而

影响电子化系统处理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

产生以上偏差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淤客观上，有些贷

款主体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付息，导致应收贷款利息存

量的出现；于会计年度内损益结转的确定性与贷款主体支付

欠息在时间与金额上的不确定性，使贷款利息收入有可能出

现变数；盂贷款利息冲转的可跨年度性与收支项目损益结转

的不可跨年度性，容易引起贷款利息收入年度间错位冲减，后

续年度其贷款利息实际收回时重复计算收入与相关税费；榆电

子化系统处理贷款利息冲转等业务时，具有系统规范统一、事

前定格设置、机械后台运行及批量自动化处理的特点，对上述

偏差的产生有明显的系统程序强制性和隐蔽性。

发现和校正偏差并减小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淤加大贷款利息清欠力度，尽量减少跨年度表内应收贷款利

息存量。于加强账务核对，特别是跨年度核对，及时发现与校

正偏差。盂分两种情况复位冲正：上年末由表内结转，次年初

由系统自动冲转至表外，且次年陆续收回的应收贷款利息在

收回时应由表外冲回表内进行核算，即复位校正了原已错误

冲减的下一年度贷款利息收入金额，并避免了上一年度贷款

利息收入与相关税费的重复计算；次年已冲转表外但至年终

仍未收回的应收贷款利息也应冲回表内反映，以准确计算下

一年度贷款利息收入和相关税费，同时也避免了第三年度或

后续年度收回该笔表外贷款利息时引起利息收入与相关税

费的重复计算。榆当然也可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处理，但

原已计缴的营业税、所得税等也需同步申报调整，否则将导致

表外实际收回其利息时重复计税缴付。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处理相关账务后，还需要同时调整会

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数据，这就牵涉上一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与

会计决算报表的数据变更，当年度年初数据亦要随之改变，如

果涉及会计报表附注内容的，亦需同步修改其相关数据，工作

量较大，涉及面较广，不便于系统软件的设置与维护。

要彻底避免这样的偏差，建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

金融企业应收贷款利息冲减的规定做适当调整，主要是增加

一条新的规定，即当年度10月至12月产生的表内应收贷款利

息一律在当年度决算前冲转至表外核算，这样就完全避免了

跨年度冲转的问题，且不影响当年度相关利息实际收回时纳

入当年度损益核算。因贷款本金逾期而引起的包含上一年度

11月或12月产生的应收贷款利息冲转问题，也因当年度10月

至12月产生的表内应收贷款利息在当年度决算前冲转至

表外而随之解决。但这会引起国家相关税收入库滞后的问

题。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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