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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等信用缺失现

象严重，这破坏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关系，加大了社

会经济交易成本，使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在这种信用

缺失的情况下，减少不良贷款、提高资产质量，能促进信贷配

给或提高贷款利率。本文暂不考虑信贷配给对信贷市场的影

响，而考虑当银行为了提高贷款质量，在给一些企业贷款时采

取提高贷款利率的方法来迫使企业减少贷款，并从福利经济

学的视角分析提高利率对信贷市场的影响。

一、基本模型的建立及福利损失的计算

通常假设当买者做出决策时他们是理性的，他们是购买

的物品能带来多大收益的最好判断者，而且他们的偏好是应

该得到尊重的。因此，在大多数市场上，“消费者剩余”都反映

了社会经济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剩余”作为对市场

结果的“合意性”所做出的规范性判断，同时也是对一种经济

制度或一项制度安排好坏的判断标准。当社会的决策者尊重

并考虑消费者偏好时，“消费者剩余”就是一种对社会福利具

有说服力的衡量标准。当边际效应递减，人们“所得到的大于

所支付的”，人们就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好处，这种额外的好处

就是“消费者剩余”。

1. 价格变动与消费者剩余和福利的变化。设某种商品的

价格由P0上升到P1，则净消费者剩余变化与毛消费者剩余变

化可分别表示为：

这可以用图1表示：

设补偿性的需求函数为xh（p，u0），它是指价格变化后，外

界对消费者进行了相应的补偿后，消费者的需求由于相对价

格的变化仍会发生的相应变化。Slutsky公式为：

我们知道，（p，u0）=xi［p，e（p，u0）］=xi（p，y）1。其中，

e（p，u0）是指在价格为p时，购买与x同样好的消费束所需要的

最小支出。当价格从p0上升至p1时：D（p0，y）=D（p0，u0）；D

（p1，y）=D（p1，u1）。这里D（p0，y）与D（p1，y）表示Marshall需求

函数，Dh（p0，u0）与Dh（p1，u1）表示补偿性的需求函数。

根据补偿性的需求函数的概念我们可以引入“补偿性变

化”和“等价性变化”。设补偿性变化和等价性变化分别为CV

和EV，则它们可以定义为：

以上两式中：CV表示消费者回到初始无差异曲线所必须

发生的收入变化；EV表示在价格变化以前，必须从消费者那

里取走多少货币才能使其情况同其在价格变化以后的情况一

样好。

2. 模型的假设及建立。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信

贷市场的福利模型。我们考虑作为贷款消费者的贷款方（主要

以中小企业为分析对象），由于贷款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也是可

以用来消费的，为了便于分析可以作如下假设：淤银行紧缩信

贷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信用缺失；于受管制的贷款基准利率

与均衡利率相等；盂银行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惟一来源；

榆中小企业只有支付较高的利率才能获得和大企业同样数目

的贷款。

在以上假设条件下，设信贷市场上的补偿性变化和等价

性变化分别为CVL和EVL，建立模型如下：

CVL=e［r1，v（r0，y1）］-y1

CV=e［p1，v（p0，y）］-y=e［p1，v（p0，y）］-e［p0，v（p0，y）］

= D（p0，u0）dp乙
p1

p0

EV=y-e［p0，v（p1，y）］=e［p0，v（p0，y）］-e［p0，v（p1，y）］

= D（p1，u1）dp乙
p1

p0

x i
h

吟Sn=- D（p）dp乙
p1

p0

吟Sg=- D（p）dp+［p1D（p1）-p0D（p0）］乙
p1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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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构建了信用缺失条件下的信贷市场福利模型，同时对福利损失的大小进行了定量分析，并针对信用缺失

的治理提出了个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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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价格上升的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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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1，v（r 0，y1）］-e［r 0，v（r 0，y1）］ （1）

EVL=y1-e［r 0，v（r1，y1）］

=e［r 0，v（r 0，y1）］-e［r0，v（r1，y1）］ （2）

其中：r1表示企业贷款的利率，r0为存贷款相等时

的均衡利率，y1为企业为获得贷款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式（1）表示当贷款利率为r 0时，对应不变的货币成本y1

会产生一个效用水平u0=v（r 0，y1）。现在利率从均衡利

率r0上升到r1，则企业为获得同样的贷款所发生的最低

开支肯定超过y1，超过y1的部分即为CVL。

式（2）表示如果企业愿意为所获得的贷款的付出

为y1，现在的利率是r1，间接效用函数值为u1=v（r1，

y1）。若以r 0为贷款利率来获得u1的效用，则会节约部

分贷款成本，这部分的大小为y1-e［r 0，v（r1，y1）］。但是

由于现在的利率不是r1而是r 0，贷款人实际上相当于

多付出了［y-e（r 0，u1）］的贷款成本，所以我们应对企

业损失的部分进行补偿，所补偿的部分就是EVL。

以上述假设条件和模型为前提，为了计算福利的

损失，作图如下：

曲线D（r）为贷款的需求曲线，它随着利率的提高

而递减，与纵轴相交于r鄢点（当贷款利率达到一定程

度后，贷款的成本就会高于企业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时

理性的企业就会放弃从银行贷款）；曲线S为贷款的供

给曲线，它随着贷款利率的降低而递减，并与纵轴相交

（当利率足够低时，银行贷款成本就会小于收益，从而

停止给企业贷款）；信贷市场的均衡利率为E0，均衡时

所对应的利率和贷款量分别是r0和L0，但由于政府宏

观政策和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金的约束，银行实际

贷款的数量为OL1，同时由于我国信贷市场存在严重

的信用缺失，银行减少贷款，表现在图2中就是曲线S2

平移到S1，它与贷款需求曲线相交于E1。中小企业要想

获得OL1的贷款量，则必须接受高于均衡的利率r1。从

图2可以看出，贷款收入补偿性变化CVL是矩形r1r0AE1

的面积，它表示如果企业要想获得同样多的贷款，维持

原来的福利水平，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而等价性变化

EVL是梯形r1r0E0E1的面积，它表示以减少了的贷款数

量为标准，由于利率的变动使企业所蒙受的福利损失。

虽然分别以补偿性变化和等价性变化计算出来的由于

利率从r0上升到r1对借款人所造成的福利损失不同，但

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商品的信贷资金，它的价格上升一定会对企

业造成货币的损失，即福利损失。

二、信用缺失与福利损失的实证分析

本文尝试对中小企业信用缺失与福利损失进行定量分析。为了

分析方便，本文选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信用

缺失的指标，选取贷款加权利率来衡量福利损失，如果利率升高，则

企业遭受福利损失；反之，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从2004年10月

29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上

限，并且从2004年第3季度起，《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开始以银行

的种类按季度发布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并给出各个区间所占的

比例。

鉴于利率浮动幅度不同，为了得到贷款的加权利率指标，我们

取各个浮动区间两个数值的平均值，用得到的数值减去基准利率，

然后用该数值乘以其所对应的权重即为所得的利率。计算过程可以

表示如下：

其中：i=1，K，8表示从2004年3季度耀 2006年2季度；j=1，K，6分别

表示从低到高的六个利率浮动区间；Ri表示贷款加权利率；Rij表示

第i季度第j个浮动区间的利率浮动均值；R0为基准利率1.0；Wij表示

第i季度第j个上浮区间所占的权数。把表2的数据代入公式可得加权

利率如表3所示：

为了对信用缺失和福利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可以建立方

程如下：

lgRi=茁0+茁1lgLi+ui （4）

假设该抽样数据满足高斯-马尔科夫假定，则利用表1和表3的

数据对式（4）回归可得回归方程：

lgRi=-1.19+0.15lgLi （5）

（-5.27）（0.89） 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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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度

加权利率

2004.3

3.785

2004.4

4.159

2005.1

4.385

2005.2

3.779 5

2005.3

4.190 5

2005.4

0.044 63

2006.1

4.019

2006.2

3.708

表 3 2004年 3季度 耀 2006年 2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加权利率 单位院%

Ri= （Rij-R0）Wij移
i=1

8
移
j=1

6
（i=1，K，8；j=1，K，6） （3）

季 度

不良贷款率

2004.3

5.03

2004.4

4.94

2005.1

4.90

2005.2

4.66

2005.3

4.51

2005.4

4.22

2006.1

3.92

2006.2

3.09

表 1 2004年 3季度 耀 2006年 2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单位院%

2004.3

2004.4

2005.1

2005.2

2005.3

2005.4

2006.1

2006.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下 浮

咱0.9袁1.0冤

32.00

32.93

27.70

30.14

29.63

33.44

30.57

34.83

基准

1.0

34.8

31.07

37.70

37.49

34.75

31.49

34.36

30.47

小计

33.20

35.99

34.60

32.37

35.62

35.07

35.06

34.70

（1.0，1.3］

32.00

34.61

32.80

31.03

34.52

33.55

34.07

33.86

（1.3，1.5］

0.90

1.21

1.50

1.08

0.96

1.07

0.88

0.77

(1.5，2.0］

0.30

0.16

0.20

0.24

0.12

0.11

0.10

0.03

2.0以上

0.01

0.10

0.02

0.02

0.34

0.01

0.04

合计季 度
上 浮

表 2 2004年 3季度 耀 2006年 2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院%

图2 信用缺失的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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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表明，不良贷款大约解释了12%的利率变化（剩

余的88%的影响因素没有考虑，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信用缺失解释了大约12%的福利损失），并且两者是同向

变化，当不良贷款增长1%，加权利率大约上升0.15%。换句话

说，信用缺失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福利损失，所以解决信用缺失

问题可以减少信贷市场中小企业福利的损失。

三、建议

1.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制度。中小企业信用制度指关

于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收集、管理和传播的制度。为了建立健

全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必须尽快建立起有效的中小企业征信

体系和中小企业信息库。在征信体系的初始创建阶段可先由

政府主导实施，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应逐渐退出，并允

许成立若干个征信公司，向市场主导型征信体系转变。为了保

证征信制度的有效运行，应通过立法为其提供法律保证。

2. 建立主办银行制度。主办银行制度是一个双赢的制

度，不仅使银行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使银企双方在

一定机制的作用下建立起比较固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使得

中小企业因此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主办银行制度从日

本兴起，我们可以在吸取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实

情况进行制度设计。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只能从当地的农

村信用合作社或城市商业银行获得，这样不但解决了信用缺

失问题，而且还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提供了稳

定的收入流。

3. 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隐性担保。政府的隐性担

保是指政府由于对企业控股权的掌握，非合约性地对企业的

资信、盈利状况和股票的表现负责，进而对企业的盈利与否隐

性地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相关研究表明，政府对少数企业的担

保以及对银行的干预会增加交易型贷款的数量，同时减少关

系型贷款的数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中小企业的贷款，从而

加重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形成了“干预陷阱”。政企之间

过多的联系导致了市场的失灵，经济的运行偏离了其原来的

轨道，使得资源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

失。Arrow主张整个社会（政府、企业和银行）应当共同努力，

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团体，这样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减少企业福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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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计量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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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会计原则和经济现状，对新会计准则中关于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计量的基本思路、文字表述以及计

算公式进行分析，揭示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新的计量思路。

【关键词】一般借款 利息资本化 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简称“新准则”）规

定：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

款的，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

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

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应当根据一般借

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资本化期间，是指从借款费用开

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用暂停资本

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条文表达不明确，影响可操作性。首先，关于借款

费用开始资本化的规定会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其次，没有

明确规定“每一会计期间”是指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半年还

是每年；最后，上述规定的条文词不达意。

其二，对一般借款与专门借款区别对待，有违经济事实。

首先，条款中假设在同时有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可以动用的

情况下，优先使用专门借款，只有当专门借款不够用时才动用

一般借款。这一假设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又往往与事实不

相符。其次，对不同借款采用不同利息资本化方法不但与各

类借款在可资本化资产购建或生产中所发挥的经济作用不

符，而且与有关会计原则不符。

一、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计算公式存在的问题

1. 按公式计算得出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与实际利息资本

化金额不一致。假设某固定资产的资本化期间为A ~E时点，

长度为TAE天，在A点借入一般借款L1元，利率为R1/天；在C

点借入一般借款L2元，利率为R2/天。在B点支出一般借款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