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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联接等，装配关系如同轴、同面、平行、相切等，各种装配类

型决定了零件的自由度、安装操作面数、安装效率；装配精度

决定了零件的装配难度，与装配面积、装配尺寸误差控制相

关；材料消耗指装配时使用的材料成本及一些标准件的成本，

如定位件、紧固件等。装配成本的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w1、w2、w3、w4分别为上述参数各自的权重，要根据

工种的安装难易程度进行调整；数字12代表在依X、依Y、依Z的

平移及旋转方向自由度总数；DOF代表零件的自由度数；f代

表安装操作面数；TF代表该零件的总面数；L/IT代表零件的

装配精度，是零部件所要求的装配精度IT和其装配接触面的

最大长度的比值，这主要是因为在同样装配精度的条件下，接

触尺寸越大，精度就越难以保证，成本就越高。S代表零件的可

装配性，由零件的制造工艺、零件的稳定性、零件的装配效率

等决定；M代表装配过程中消耗的材料。

式（3）中各权重参数可以通过经验公式得到，而其他参数

可以从成本特征数据库中的装配链表中得到。

4. 制造成本的估算。由材料成本、加工成本和装配成本

构成了产品的制造成本，其估算公式由式（1）、式（2）和式（3）

构成，用下式表示：

四、结论

本文建立了一种基于特征映射的机械产品并行成本估算

模型，通过特征映射技术，实现了设计特征、制造工艺特征、装

配工艺特征向成本特征的转换，分别建立了零件的材料成本、

加工成本和装配成本的估算模型，可以较好地适用于设计各

阶段的成本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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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克服规模扩张时期的财务困难，经常采用融资租

赁方式来满足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能否将一项租赁认定为

融资租赁，不在于租赁合同的形式，应视出租人是否将租赁资

产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承租人而做出判断。如果一项租赁

实质上转移了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那么无论租赁

合同采用什么形式，都应将该项租赁认定为融资租赁。在融资

租赁的开始日，承租人通常应当将租赁开始时租赁资产原账

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

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

并将两者的差额计入未确认融资费用。但是，如果该项租赁资

产占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大，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也可以

按最低租赁付款额记录租入资产和长期应付款。所谓的比例

不大，是指融资租入资产总额小于等于承租人资产总额的

30%。

其相应的会计处理为：如果融资租入资产总额大于承租

人资产总额的 30%，那么在租赁开始日，承租人应按租赁开始

日租赁资产的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的

较低者，借记“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科目，按最低

租赁付款额，贷记“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科目，按

其差额，借记“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如果融资租入资产总额

小于或等于承租人资产总额的 30%，那么在租赁开始日，承租

人也可以按最低租赁付款额，借记“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

定资产”科目，贷记“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科目。

接下来，笔者通过一个融资租赁业务案例，从一个新的视角阐

述有关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的“实际利率法“。

例：2001年 12月 28日，新天地公司与西部开发公司签

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淤租赁标的物：程

控生产线。于起租日：租赁物运抵新天地公司生产车间之日，

试析实际利率法下

未确认融资费用计算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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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002年 1月1日。盂租赁期：从起租日起 36个月，即 2002

年 1月 1日———2004年 12月 31日。榆租金支付方式：自起租

日起每年年末支付租金 1 000 000元。虞该生产线在 2002年

1月 1日西部公司的账面价值为 2 600 000元。愚租赁合同规

定的利率为年利率 8%。舆该生产线为全新设备，估计使用年

限为 5年。

新天地公司情况如下：淤融资租入资产总额占新天地公

司资产总额的 30%以上，该生产线不需安装。于采用实际利率

法确认本期应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盂采用年限平均法计

提固定资产折旧。榆2004年 12月 31日，将该生产线退还西

部开发公司。

本例中，新天地公司不知道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因此

应选择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 8%作为最低租赁付款额的折现

率。最低租赁付款额=各期租金之和+承租人担保的资产余

值=1 000 000伊3+0=3 000 000（元）；每期租金的年金现值=

PA（3，8%）伊1 000 000=2 577 100（元）；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

的 90%为 2 340 000元（2 600 000伊90%）。

由此可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大于该租赁资产原账

面价值的 90%，该项租赁为融资租赁：

未确认融资费用=最低租赁付款额原租赁开始日租赁资

产的账面价值=3 000 000原2 577 100=422 900（元）

1. 租赁开始日的账务处理。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 2 577 100元，未确认融资费用 422 900元；贷：长期

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3 000 000元。

2.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账务处理：由于租赁资产的入

账价值为其最低租赁付款额的折现值，因此该折现率就是其

融资费用分摊率，即 8%。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分摊未

确认融资费用（见表 1）。

由表可知，2002年、2003年、2004年企业每年分摊的融

资费用为 206 168元、142 661.44元、74 070.56元。账务处理

如下：

（1）每年支付租金的分录。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

租赁款”1 0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元。

（2）2002 年 1 耀 12月每月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时：借：

财务费用 17 180.67元；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17 180.67元。

2003 年、2004 年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会计处理与

2002年基本相同，不再赘述。在表 1中我们发现，每期应付本

金减少额等于每期租金减去未确认的融资费用，而且是逐年

增加的。与此相适应，应付本金的余额是逐年减少的。可是，这

是否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呢？

笔者通过对实际利率法的详细研究，发觉这不是一种必

然规律。只有在租金以等额年金支付的情况下才出现这种现

象。在每年支付的租金不等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会出现应付

本金减少额是负数且应付本金余额比上一年度增加的“怪”现

象。这就形成一种“错觉”，随着租金的支付，未来的“净债务”

却越来越多。下面举例说明：

假设有一笔业务的情况与上述所举事例的情况基本相

同，只是每年支付的租金不等，而且相差巨大。我们看一下可

能出现的情况：假设承租人 2002年、2003年、2004年支付的

租金分别为 10万元、100万元、2 000万元。此时最低租赁付

款额现值=10衣（1+8%）垣100衣（1+8%）2垣2000衣（1+8%）3=10伊

0.925 9垣100伊0.857 3 垣2 000伊0.793 8=9.259垣85.73垣1 587.60=

1 682.59（万元）。未确认融资费用=2 110原1 682.59=427.41（万

元）。

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见表 2）。

由表 2我们可以看出：会出现应付本金减少额是负数且

应付本金余额比上一年度增加的“怪”现象。2002年年末为

1 682.59 万元、2003 年年末为 1 807.2 万元、2004 年年末

为 1 851.78万元。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随着每期租金的支付

净债务越来越多的“错觉”。

事实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真正来源在于每期租金与其

折现值之差，把各期租金与其折现值的差加起来就是未确认

融资费用的总额。就上例来说：未确认融资费用=（10原10伊

0.925 9）垣（100原100伊0.857 3）垣2 000伊（1原0.793 8）=427.41

（万元）。如果我们把每年应该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看做是

本期租金与其现值之差，采取“逐年结转法”就不会出现上述

情况，甚至更符合配比原则。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未确认融资

费用的计算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每期支付租金的悬殊有多大，都不会

出现应付本金减少额是负数且应付本金余额比上一年度增加

的现象。誘

日 期
淤

2002援1.1

2002.12.31

2003.12.31

2004.12.31

合 计

租 金
于

1 000 000

1 000 000

1 000 000

3 000 000

确认的融资费用
盂=期初虞伊8%

206 168

142 661.44

74 070.56

422 900

应付本金减少额
榆=于原盂

793 832

857 338.56

925 929.44

2 577 100

应付本金余额
期末虞=期初虞原榆

2 577 100

1 783 268

925 929.44

0

表 1 单位院元

日 期
淤

2002援1.1

2002.12.31

2003.12.31

2004.12.31

合 计

租 金
于

10

100

2 000

2 110

确认的融资费用
盂=期初虞伊8%

134.61

144.58

148.22

427.41

应付本金减少额
榆=于原盂

-124.61

-44.58

1 851.78

1 682.59

应付本金余额
期末虞=期初虞原榆

1 682.59

1 807.20

1 851.78

0

表 2 单位院万元

日 期
淤

2002援1.1

2002.12.31

2003.12.31

2004.12.31

合 计

租 金
于

10

100

2 000

2 110

确认的融资费用
盂=期初虞伊8%

0.74

14.27

412.40

427.41

应付本金减少额
榆=于原盂

9.26

85.73

1 587.60

1 682.59

应付本金余额
期末虞=期初虞原榆

1 682.59

1 673.33

1 587.60

0

表 3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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