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53窑阴

【摘要】新企业会计准则中融资租赁下未担保余值减少的会计处理规定缺乏合理的理论依据，本文根据对未担保余值

的定义及其特征的分析，得出未担保余值变化应属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范畴，融资租赁出租方对未担保余值减少的会计处理

应采用未来适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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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未担保余值变动的会计处理

未担保余值，是指租赁资产余值中扣除就出租人而言的

担保余值以后的资产余值。未担保余值的确定直接影响着融

资租赁出租方企业融资收入的确认。《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对出租人未担保余值发生变化时的会计处理是

这样规定的：出租人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未担保余值

进行复核。未担保余值增加的，不做调整。有证据表明未担保

余值已经减少的，应当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将由此引起的

租赁投资净额的减少，计入当期损益；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

租赁投资净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认融资收入。

因此，当未担保余值减少时，出租企业一方面需要按未担

保余值的减少额减记总的未实现融资收益；另一方面还应按

租赁投资净额的减少额，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未实

现融资收益”科目；对减少当期及以后各期的融资收入按修正

后的投资内含报酬率确认；对前期已确认的收入则不再调整。

这样的会计处理其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企业根据修

正后的租赁投资净额重新计算租赁内含报酬率，视同未担保

余值在一开始就是减值后的金额，这实际上是一种追溯的思

想。然而会计准则同时又规定不对前期已确认的融资收入进

行调整，而只对未担保余值发生减少的当期和以后各期按新

确认的内含报酬率计算融资收入，这又是一种未来适用的思

想，这种追溯而不调整，在追溯基础上的未来适用法使最终编

制的会计分录反映的经济意义难以理解。

（一）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引入下面的案例：

2006年 12月 1日，A公司与 B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

同，A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向 B公司租入一台设备，合同主

要条款如下：淤租赁期开始日：2007年 1月 1日。于租赁期：

2007年 1月 1日耀 2010年 12月 31日，共 4年。盂租金支付：

自租赁开始期日每年年末支付租金 150 000元。榆该设备在

2006年 12月 1日的公允价值为 500 000元。虞租赁合同规定

的利率为 7%（年利率）。愚承租人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均

为 1 000元。舆租赁期届满时，A公司将设备还给 B公司，估

计有余值 100元。余2007 耀2008年检查未担保余值没有减少，

2009年检查发现未担保余值减少至 50元，其后各期未担保

余值保持 50元不变。

B公司 2006年 12月 1日，作会计分录如下：借：长期应收

款 600 000元，未担保余值 100元；贷：融资租赁资产 500 000

元，未实现融资收益 100 100元。计算租赁内含率 I：150 000伊

（P/A，I，4）垣100伊（P/S，I，4）=500 000，得 I越7.720 5%。此时，B

公司融资收入计算情况如表 1。

B公司 2007年 12月 31日，作会计分录如下：借：银行存

款 150 000 元；贷：长期应收款150 000元。借：未实现融资

收益38 602.47元；贷：租赁收入 38 602.47元。B 公司 2008年

12月 31日，作会计分录如下：借：银行存款 150 000元；贷：

长期应收款 150 000元。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30 002.03元；

贷：租赁收入 30 002.03元。

2009年 B公司未担保余值发生变动，需要重新计算内含

报酬率 I，则：150 000伊（P/A，I，4）垣50伊（P/S，I，4）=500 000，得

I越7.717 2%。此时 B 公司融资收入计算情况如表 2。随着未

担保余值的减少，投资净额也有所减少，投资净额减少额=

268 604.50原268 573.69越30.81（元）。此时，B公司作会计分录

为：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50元；贷：未担保余值 50元。借：营业

外支出 30.81元；贷：未实现融资收益 30.81元。借：银行存款

150 000元；贷：长期应收款 150 000元。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20 726.29元；贷：租赁收入20 726.29元。

会计分录中“营业外支出”30.81元的含义让人很难理解。

日 期

2007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1月1日

合 计

租金

150 000

150 000

150 000

150 000

100

600 100

融资收入

7.720 5%

38 602.47

30 002.03

20 737.60

10 757.90

100 100

投资净额减少

111 397.53

119 997.97

129 262.40

139 242.10

100

500 000.00

投资净额

500 000

388 602.47

268 604.50

139 342.10

100

0

表 1 未担保余值未变的融资收入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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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营业外支出”科目反映的应是资产减值的损失，未担保

余值在 2007年和 2008年检查时都没有发现减少，2009年发

现减少了 50元，这 50元的减值损失不是其他任何期间而是

2009年一年的损失，只能由 2009年一年来负担，“营业外支

出”科目的金额必然是 50元。其次，未担保余值减少导致内含

利率降低，原按较高利率确定的融资收入被多计，进而使每期

回收的租赁投资净额被少计、未收回的租赁投资净额被多计，

所以 30.81元的投资净额减少额其实就是 2007年、2008年这

两年多确认的融资收入，与 30.81元数值对应的应是对前期

多确认收入的抵减科目，如“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或“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这里将“营业外支出”和“30.81

元”放在一起显然很矛盾，这种矛盾的会计分录不仅使人难以

理解，而且最终会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

（二）

只有正确理解经济事项的性质才能做出正确的会计处

理。那么未担保余值变动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呢？未担保余值是

什么？我国会计准则是这样解释未担保余值的，它是指租赁资

产余值中扣除就出租人而言的担保余值以后的资产余值，而

租赁资产余值则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估计的租赁期届满时租赁

资产的公允价值。这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出未担保余值是估

计的结果。其实，美国、英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会计准则

对未担保余值进行定义时都直接用了“估计”这个词。国际会

计准则在对未担保余值的定义中虽然没有提到“估计”，但其

在对未担保余值减少的会计处理规定中多次用了“估计的未

担保余值”这个词。其实从会计估计的定义和特点来看，未担

保余值也是符合其要求的。

会计估计是企业为了定期、及时地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

对尚在延续中、其结果尚未确定的交易或事项，以最近可利用

的信息为基础做出判断、估计入账的行为。会计估计有如下特

点：淤存在是由于经济活动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于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或资源为基础；盂为了保证会计信息

的质量必须合理地进行会计估计。

未担保余值符合会计估计的上述特点。首先，未担保余值

具有不确定性，它的金额受时间、承租方的使用情况、市场供

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其次，未担保余值的入账价值是根据具

体情况和相关经验，以一定的信息或资料为基础确定的，并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需要根据最新的资料进行检

验。最后，未担保余值的确定直接影响出租人融资收入的数

额，所以必须合理地估计未担保余值的金额。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未担保余值就是

会计估计的结果，由于会计估计是就现有信息或资料对未来

所做出的判断，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必要对会计估计进行

变更，而未担保余值的变动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既然未担保

余值变动是会计估计变更的一种情形，那么它的会计处理当

然应该遵从会计估计变更的做法，即采用未来适用法。具体做

法是：不改变以前期间的会计处理结果，新的估计只适用于变

更当期及以后各期，即在未担保余值发生变动时，将发生的未

担保余值减少损失确认为当期的营业外支出，并按长期应收

款、未担保余值及未确认融资收益的余额重新计算内含报酬

率，当期及以后各期根据新的内含报酬率计算融资收入，对前

期则不做调整。沿用上面的例子说明如下：

2009年发现未担保余值下降至 50元，此时，B公司的会

计分录为：借：营业外支出 50元；贷：未担保余值 50元。

B公司长期应收款余额为 300 000元，未担保余值余额为

50元，未确认融资收益余额为 31 495元，投资净额剩余 268 604.50

元。据此计算当期及以后各期的内含报酬率 I：15 000伊（P/A，

I，2）垣50伊（P/S，I，2）=268 604.50，得 I越7.708 8%。此时 B公司

融资收入计算情况见表 3。

2009年 12月 31日，B公司作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150 000 元；贷：长期应收款150 000元。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20 706.27元；贷：租赁收入 20 706.27元。

这样的处理不仅比原来的做法更简单、易懂，而且未担保

余值的减值损失与发生当年全额确认的做法也与资产减值的

相关规定更加一致。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处理有充分的理论依

据，得出的会计信息也更能反映经济事项的实质。

需要指出的是，未担保余值变动虽然是属于会计估计变

更的一种情形，但它同时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未担保余值

增加时是否予以确认？会计估计变更是不排除增加的情况的，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疑义。但关键是现实环境条件

尚不具备，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尚不完善，现实中还存在一些

利用会计估计变更操纵盈余的情况。鉴于此，对未担保余值增

加的情况应不予确认。其实这不仅是未担保余值变动遇到的

问题，也是很多资产会计处理都面临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6

2.郭晓燚袁刘庆华.对未担保余值变动会计处理的改进建

议.财会研究袁2005曰3

日 期

2007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1月1日

合 计

租金

150 000

150 000

150 000

150 000

50

600 050

融资收入

7.717 2%

38 585.86

29 987.84

20 726.28

10 750.02

100 050

投资净额减少

111 414.14

120 012.16

129 273.72

139 249.98

50

500 000.00

投资净额

500 000

388 585.86

268 573.7

139 299.98

50

0

表 2 未担保余值减少的融资收入计算表

投资净额减少

129 293.73

139 260.77

50

268 604.50

日 期

2009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1月1日

合 计

租金

150 000

150 000

50

300 050

融资收入

7.708 8%

20 706.27

10 739.23

31 445.50

投资净额

268 604.50

139 310.77

50

0

表 3 未担保余值发生变动的融资收入计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