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产和损益，旧的

借款费用准则出于谨慎和稳健的考虑，相关规定都较为严格，

目的是防止企业将大量借款费用计入资产，从而虚增盈利，粉

饰企业的财务状况。旧准则在注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同时，

降低了其相关性，不能很好地反映收入费用的配比及经济业

务的实质，与国际上通行的处理方法有很大差距。2006年财

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以下简称

“新准则”）在这些方面作了修订和完善，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

关性和可比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可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范

围、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范围都有所扩大，资本化金额的计

算方法也进行了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利润操纵

的空间，将带来不利影响。

1. 扩大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带来的不利影响。新准则允

许符合条件的一般借款利息费用资本化，同时对于发生在存

货、投资性房地产上的借款费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资本化，

因此，企业利用借款费用调节利润的会计处理空间较之以前

有所增大。其实在实务上，如果专门借款或一般借款只有一

笔，同时投资的工程只有一项，那么处理起来也不会有太大问

题。但现实中经济业务往往涉及多笔专门借款、多笔一般借

款，并且在建项目就有好多项，这就使借款费用的处理变得很

复杂，人为调节利润的空间很大。比如新准则对不同来源的资

金支出顺序没有做出具体规定，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是

占用自有资金还是使用借款资金，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定确

实有一定的难度，从而会直接影响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定。新

准则允许符合条件的一般借款资本化，这样便更有利于企业

利用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难以界定的特点，人为地将不应该

资本化的支出进行资本化，虚增当期资产和利润。

2. 调整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方法带来的不利影响。新

准则分别规定了专门借款、一般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确定

方法。对于专门借款，计算时不再和资产支出挂钩，而以当期

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

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在这里，虽然利息费用的计算不再和资产支出挂钩，但是利息

收入和投资收益作为扣减项目是针对没有动用的借款资金，

仍然要考虑资产支出。因此，调整后的计量方法看似简化了专

门借款的计算程序，实际上并未真正简化，并且增大了企业利

润操纵的空间。例如，企业将专门借款的短期投资收益和利息

收入不据实进行相应的扣减，便会导致当期资本化金额虚增

以及利润虚增。

例：某公司于 2005年 1月 1日采取出包方式开始建造厂

房 A和 B，到 12月 31日发生支出如下表（单位：万元）所示。

A 厂房 10月 31日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12月 31 日交

付使用；B 厂房 6月 30日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 30

日交付使用。该公司于 2005年 1月 1日向银行借入专门借款

1 000万元，借款期为4年，年利率为 8%。另外在 2005年 5月 1

日又专门借款 1 200万元，借款期为 4年，年利率为 8%。此外

该公司还有流动资金借款 800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6%。假设

未动用的专门借款存入银行的月利率为 0.05%。要求：计算应

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为简化计算，假设本题中 A厂房和 B

厂房同时开工，每月 1日支付工程进度款。）

本题包含了专门借款、一般借款以及自有资金的使用，并

涉及两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同时建设，因此在处理借款费

用时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借款的支出顺序、专门借款资本化

费用如何在两个项目之间进行分配等。

以最终的交付使用为限，发生在 A、B厂房的累计支出为

3 170万元，该公司专门借款共 2 200万元，此外还有 800万

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所以该投资至少还需占用 170万元的自

有资金。因为专门借款同时发生在两个项目上，新准则在计算

专门借款资本化利息时不再和资产支出挂钩，这就涉及如何

将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在两个项目之间进行分摊的问题，不

同的处理方法会直接影响各自的成本。一般来说，应按照专门

借款在各投资项目上的支出比例来分配，但如果还涉及一般

借款和自有资金的使用，就会使分摊问题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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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由于第一笔专门借款 1 000万元到 4月份就用

完，第二笔是 5月份才借的，因此 4月份有 230万元需要使用

自有资金或一般借款，因为新准则对不同来源的资金支出顺

序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因此便有多种处理方法。

（1）假设 4月 1日，230万元的支出全部来自自有资金。A

厂房的利息资本化金额计算：1 000万元专门借款未动用部分

存入银行所得利息=（1 000-250）伊0.05%+（1 000-650）伊0.05%+

（1 000-930）伊0.05%=0.585（万元）；1 200万元专门借款未

动用部分存入银行所得利息=（1 200-280）伊0.05%+（1 200-

640）伊0.05%+（1 200-910）伊0.05%+（1 200-1 110）伊0.05%=

0.93（万元）。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1 000伊8%伊10衣

12-0.585）伊580衣1 230+（1 200伊8%伊5衣12-0.93）伊1 520衣

2 870=51.85（万元）。由于累计支出超过专门借款，因此要动

用一般借款。从支出情况看，到 9月份开始动用一般借款 160

万元（2 590-2 200-230），假设 A 厂房按加权平均法进行分

配，则 A厂房占用资金 96万元（160伊150衣250），B 厂房占用

资金 64万元（160-96）。由于 A厂房 10月 31日完工，所以一

般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96伊2伊6%衣12+280伊6%衣12=2.36

（万元），则 A厂房 2005年利息资本化金额=51.85+2.36=54.21

（万元）。

B厂房的利息资本化金额计算：1 200万元专门借款未动

用部分存入银行所得利息（截至 6月 30日）=（1 200-280）伊

0.05%+（1 200-640）伊0.05%=0.74（万元）；专门借款利息资本

化金额=（1 000伊8%伊6衣12-0.585）伊650衣1 230+（1 200伊8%伊2衣

12-0.74）伊1 000衣1 870=28.99（万元）。B厂房没有动用一般

借款，所以 B厂房 2005年利息资本化金额为 28.99万元。

（2）假设 4月 1日，230万元的支出全部来自一般借款。按

加权平均法进行分配，A厂房占用资金 77万元（230伊100衣

300），B厂房占用资金 153万元（230伊200衣300）。

A厂房：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77伊7伊6%衣12+2.36=

5.055（万元）；B厂房：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153伊3伊6%衣

12=2.295（万元）。

因此在第二种情况下，A厂房的资本化利息要多 2.695

万元（5.055-2.36），B厂房则要多 2.295万元。

本例中，对于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是按照资产的支出比

例进行分配，同时涉及的一般借款也按照加权平均法进行分

配。不同的分配方法将直接影响各自的成本，如果是存货的利

息资本化问题，就很容易利用这些环节来调节存货成本。

另外，新准则使得借款费用的所得税纳税调整更加复杂。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规定，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在有关资产购建期间发生的借款

费用，应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有关资产交付

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可以在发生当期扣除。由此可见，会

计和税法在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处理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如：两

者对停止资本化时点的规定不同，税法强调在相关资产交付

使用时，而会计强调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范围不同，新准则扩大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比

如说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存货的借款费用也

可予以资本化，但税法规定并不包含存货；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有差别等等。这都使相应的纳税调整更加复杂。茵

众所周知，企业并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并购成功

与否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企业战略、并购方式、并购成本、

并购的整合效果等等。在企业并购中，税负因素却常常被人

们忽视。殊不知，从税负的角度来尽量降低并购成本，使并

购企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并购成

本（包括税收成本）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并购能否成功。纳税

筹划，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减轻税负从而降低企业并购成本

的利器。

所谓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了减轻其纳税负担，在税法

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组织、交易等

经济活动进行合理计划和安排的一种理财行为。通过纳税筹

划，可以减轻企业纳税负担、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在企业并购

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合理运用纳税筹划，不仅有助于选择最佳

的并购方案、降低并购风险，而且可以为企业创造效益。本文

试图结合以下案例来介绍纳税筹划在企业并购中的应用，以

抛砖引玉。

华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是一家以

生产工程机械配件为主的民营企业，近年来由于经营不善，公

司濒临破产，公司股东决定清算并终止经营。截至 2006年 8

月末，华强公司资产总额为 3 500万元，负债总额为 4 000万

元。同时，为确定公司的经营状况，对公司资产进行了整体评

估，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4 000万元，负债总额为 4 000万元。

华强公司拥有一条国外进口的配件加工生产线，账面价值为

1 500万元，评估价值为 2 000万元。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方舟股份”）是一家以制造工程机械为主的大型企业，其

部分重要的工程机械配件由华强公司提供。为了保证稳定的

企业并购中的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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