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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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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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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在D点支出一般借款U2元。为了便于讨论，先看一种

最简单的情况：假设U1=L1，U2臆L2时，按新准则计算本

会计期间的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

设累计借款加权平均数为L，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为

U，资本化率为R，借款在本会计期间产生的利息费用为

M，一般借款在本期的利息费用资本化金额为N，则：

M=L1伊R1伊TAE+L2伊R2伊TCE

L=（L1伊TAE+L2伊TCE）/TAE

其经济含义为本会计期间相当于每天平均占用L元

的借款额，或者相当于期初借入数额为L元的借款。

U=（U1伊TBE+U2伊TDE）/TAE

其经济含义为本会计期间相当于每天平均被可资本

化资产占用的借款为U元，或者相当于期初工程领用资

金U元。

其经济含义为本会计期间借款所产生的利息费用相

当于期初借入L元，且期间利率（而非每天利率）为R的借

款所产生的利息费用。

当U1=L1，U2臆L2时，根据款项的筹借与使用特点

可以推断：U1是对L1的使用，U2是对L2的使用。根据成

本分配原则，U1和U2所分摊的利息费用应该资本化，其

大小为（U1伊TBE伊R1+U2伊TDE伊R2）。

然而，根据新准则计算出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与实际

利息资本化金额相差（L1伊U2伊TDE伊TAE-L2伊U1伊TCE伊

TBE）伊［（R1-R2）/（L1伊TAE+L2伊TCE）］，其大小受到

因素R1、R2、U1、U2、TBE、TDE六种因素取值的影响。

产生偏差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淤错误地采用累计借

款加权平均数代替实际借款情况；于错误地采用累计支

出加权平均数代替实际支出情况；盂对借款本金、资金支

出和借款利率进行的期初当量化处理的技术本身对各区

间造成的影响是非线性，对各区间利息资本化金额造成

的偏差并不能相互抵消，因此最终导致整个会计期间利

息资本化金额与经济实际不相符。

2. 将资本化期间作为一个会计期间与将其分为多

个会计期间计算出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不一致。为了便于

说明问题，特举例如下：

例：鑫源思特公司为建造生产车间共借入专门借款

两笔：2006年3月1日借入专门借款2 000万元，年利息为

3%；2006年7月1日再借入专门借款1 000万元，年利率为

6%。另借入一般借款两笔：2006年5月1日借入一般借款

200万元，年利息为4%；2006年8月1日再借入一般借款400

万元，年利率为6%。工程已于2006年4月1日开始动工，预

计2006年12月31日达到可使用状态。在此期间共发生3笔支出：4月

1日支出1 500万元，6月1日支出600万元，9月1日支出1 200万元。

假设暂时闲置的专门借款资金存放在银行的月利率为0.1%。

解：本工程的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为2006年4月1日 ~ 2006年

12月31日。

（1）先以这段时期作为一个会计期间，对该期间的借款利息

资本化金额按新准则的规定进行计算。按照新准则规定的优先领

用专门借款后再领用一般借款的假设，可以得出表1的结果：

第一，计算专门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按照新准则的规定，

专门借款利息费用资本化金额等于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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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的金额。即：2 000伊3%伊9/12+1 000伊6%伊6/12-（2 000-1 500）伊2伊

0.1%-1 000伊2伊0.1%=72（万元）。

第二，计算一般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淤计算资产支出加

权平均数。根据上表分析得出：C2中有100万元来自一般借款，C3

中有200万元来自一般借款。故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

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100伊6/9+200伊4/9=155.555 56（万元）。

于计算资本化率。由于一般借款在本会计期间承担的利息费用

为：200伊4%伊8/12+400伊6%伊5/12=15.333 33（万元）；一般借款在

本会计期间的本金加权平均数为：200伊8/9+400伊5/9=400（万

元）。故一般借款资本化率=15.333 33衣400=3.83%。盂计算一般借

款利息费用的资本化金额。一般借款利息费用的资本化金额=累

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伊一般借款

资本化率=155.555 56伊3.83%=5.957 78（万元）。

第三，该工程在整个资本化期间的利息费用资本化金额=72+

5.957 78=77.957 78（万元）。

（2）将4月1日 ~ 12月31日分成4月1日 ~ 5月31日和6月1日 ~ 12

月31日两个区间，先分别计算出各区间的资本化金额，然后将它

们加总得出4月1日 ~ 12月31日整个资本化期间的借款利息资本化

金额。

第一，计算4月1日~5月31日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专门借款

利息资本化金额为：2 000伊3%伊2/12-（2 000-1 500）伊0.1%伊2=9

（万元）。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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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1

5.1

6.1

7.1

8.1

9.1

A1（专门借款）

B1（一般借款）

A2（专门借款）

B2（一般借款）

2 000；3%

200；4%

1 000；6%

400；6%

C1

C2

C3

1 500

600

1 200

3.1~4.1，A1全部闲置

4.1~5.1，A1的 500万元闲置

5.1~6.1，A1的 500万元闲置，

B1全部闲置

6.1~7.1，B1的 100万元闲置

7.1~8.1，A2全部闲置，

B1的 100万元闲置

8.1~9.1，A2全部闲置，

B1的 100万元闲置，

B2全部闲置

9.1~12.31，B2或 B1、B2中的

300万元闲置

借款金额
及利率

支出
编号

支出
金额

资金闲置情况日期 借款编号

表 1 单位院万元

R=
M

L
=
（L1伊R1伊TAE+L2伊R2伊TCE）

（L1伊TAE+L2伊TCE）
伊TAE

N=U伊R=
（L1伊R1伊TAE+L2伊R2伊TCE）

（L1伊TAE+L2伊TCE）
伊（U1伊TBE+

TAE-L2伊U1伊TCE伊TBE）伊
（R1-R2）

（L1伊TAE+L2伊TCE）

U2伊TDE）=U1伊TBE伊R1+U2伊TDE伊R2+（L1伊U2伊TDE伊



为0。一般借款本金的加权平均数为：200伊1/2=100（万元）；一

般借款的利息费用为：200伊4%伊1/12=0.666 67（万元）。所以，资

本化率为：0.666 67衣100=0.666 7%。一般借款利息的资本化金额

为0伊0.666 67%=0。故此区间资本化金额共计9万元。

第二，计算6月1日~ 12月31日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专

门借款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为：2 000伊3%伊7/12+1 000伊

6%伊6/12-1 000伊0.1%伊2=63（万元）。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

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为：100伊7/7+200伊4/7=

214.285 7（万元）。一般借款本金的加权平均数为：200伊7/7+

400伊5/7=485.714 3（万元）；一般借款的利息费用为：200伊4%

伊7/12+400伊6%伊5/12=14.666 67（万元）。所以，资本化率为

14.666 67衣485.714 3=3.02%；一般借款利息的资本化金额为

214.285 7伊3.02%=6.471 43（万元）。故此区间资本化金额共计

69.471 43万元。

从而，该项工程的所有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为78.471 43

万元。其中，专门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为72万元，一般借款

利息资本化金额为6.471 43万元。

将4月1日~ 12月31日分为4月1日 ~5月31日和6月1日~ 12

月31日两个会计期间得到的结果78.471 43万元与将4月1日 ~

12月31日作为一个会计期间得到的结果77.957 78万元（其中：

专门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为72万元；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

金额为5.957 78万元）相差较大。

二、思路创新与应用举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淤关于购建或

生产可资本化资产过程中的资金流转假设不合理；于借款利

息的资本化条件不明确；盂对不同借款利息资本化的区别对

待有违经济事实与会计原则；榆对本金、支出及资本化率采用

加权平均法处理，违背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而且体

现的资金流转关系不清。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新思路：淤将一般借款和专

门借款合在一起，按一个公式计算利息资本化金额，而不是按

两种方法分别处理。于凡是被工程占用的资金所需分担的利

息费用应被资本化，而没有被工程占用的处于闲置状态的资

金所需分担的利息费用在扣除其因暂时存放银行或进行暂时

性投资取得收益后的金额予以费用化，计入财务费用。盂每

笔支出的资金都应来源于由目前可动用的各笔借款按一定

比例构成的组合。其中，各笔借款的比例就是该笔借款目前可

动用余额占各笔借款目前可动用余额之和的百分数。榆被工

程占用的资金所需分担的利息费用等于被工程占用的本金

支出乘以其来源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数。来源借款利率的加

权平均数按如下规定确定：如果来源借款只有一笔，则此结果

就是它的利率；如果可动用的来源借款有几笔且各笔的利率

不同，则统一采用利率的加权平均数，其权重为各种可动用的

借款的金额占可动用的借款总额的百分比。

按新的思路重新计算上例的利息资本化金额。

解：本工程的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为2006年4月1日~2006

年12月31日，这段时期为一个会计期间。

确定各笔支出的来源。第一笔支出C1=1 500万元，来源

于4月1日时可以动用的第一笔借款A1；第二笔支出C2=600万

元，来源于A1和B1；第三笔支出C3=1 200万元，来源于由A1、

B1、A2、B2构成的可供支出借款组合。按新思路得出表2：

不难得出，在资本化期间（4月1日 ~ 12月31日）的三笔支

出各自对应的资本化率就是其移动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3%、3.286%、5.819%，各自被可资本化资产占用的时间长度分

别为9个月、7个月、4个月，所以利息费用资本化金额为68.527

万元［（1 500伊3%伊9+600伊3.286%伊7+1 200伊5.819%伊4）衣12］。本

期间借款产生的利息费用为90.333 3万元［（2 000伊3%伊9+

200伊4%伊8+1 000伊6%伊6+400伊6%伊5）衣12］。

由于B1全部来源于A1，所以B1用完后A1中还剩500万元

（2 000-1 500），它将在银行暂时存放2个月；C2中有428.57

万元［600伊500/（500+200）］来源于A1，有171.43万元［600伊

200/（200+500）］来源于B1，故C2用完后A1中还剩71.4万元，

它将在银行暂时存放3个月，B1中还剩28.6万元；C3中有

57.12万元［1 200伊71.4/（71.4+28.6+1 000+400）］来源于A1，

有22.88万元［1 200伊28.6/（71.4+28.6+1 000+400）］来源于

B1，有800万元（1 200伊1 000/1 500）来源于A2，有320万元

（1 200伊400/1 500）来源于B2，故C3用完后A1剩下14.28万元

（71.4-57.12），它将在银行暂时存放4个月，B1剩下5.72万元

（28.6-22.88），A2剩下200万元（1 000-800），它将在银行暂时

存放4个月，B2剩下80万元（400-320）。由于假定只有A1和A2

两笔借款中的余额才能产生暂时性存款利息收益，因此从4月

1 ~ 12月31日，净利息费用为：500伊2伊0.1%+71.4伊3伊0.1%+

14.28伊4伊0.1%+200伊4伊0.1%=2.071 3（万元）。所以，本期间应

该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费用为：90.333 3-68.527-2.071 3=

19.7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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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入款项 支出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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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动用款项）

表 2 单位院万元

注院本期结余款项的移动加权平均利率=渊上期结余款项

的移动加权平均利率伊上期结余款项金额+本期新借入款项

金额伊本期新借入款项利率冤/本期结余款项遥 若本期同时借

入新款项又支出款项袁 则假定借入款项行为先于支出款项行

为发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