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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CAS 17）要求披

露借款费用资本化的金额和资本化利率 ，这有利于信息使用

者了解企业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情况，进一步保证投资者的知

情权，但其在具体操作上仍有诸多原则性规定可能产生不同

的理解，不利于实务操作。在此，笔者谈以下两点：

第一，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有待进一步明确。CAS 17将

资本化范围由原先的专门借款扩大到一般借款。这对于生产

大型机器设备、船舶等生产周期较长、资金周转率低的先进制

造业企业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其借款往往金额巨大，CAS 17

的实施有利于此类企业资金成本率的下降，有利于增加会计

利润，有利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但该规定操作规范性不够明

确，因为在实务操作中一般借款和其他资金很难严格区分，这

为人为操纵资本化金额提供了可能。例如，一个资金比较充裕

的企业购建固定资产，同时企业也有一般借款，则固定资产的

购建支出是先用自有资金支付，还是先用一般借款支付？

众所周知，企业的资金来源是有很多渠道的，资金支出更是

复杂，因此，企业资金的支出与一般借款之间不一定存在明

显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严格区分每一笔借款的去向似乎不太

可能。

第二，专门借款的借款费用资本化规定不够明确。相对于

旧准则来说，CAS 17对专门借款的借款费用资本化规定较为

简单，在实务操作中会造成一些问题。例如：某企业建造一项

工程，工程预算是 2亿元，但企业实际为此而发生的专门借款

是 2.5亿元，那么在计算借款费用资本化时，是以 2亿元还是

以 2.5亿元为计算基数呢？笔者认为，应不拘泥于准则规定，

基于谨慎性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应以 2亿元为基数计

算。此外，专门借款应予资本化金额是当期专门借款资本化

期间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专门借款存入银

行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这里默认

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回报是正数，但在实务中有些时候企

业的投资行为是失败的，投资回报往往是负数，按照准则的规

定，尚未动用借款资金的短期投资亏损也应进行资本化处理。

显然，这一推论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CAS 17应列明

尚未动用借款资金的短期投资亏损的相应会计处理。茵

刍议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两个问题

在财政部近期发布的新

的《医院会计制度》中，新增了

“待冲基金”科目（编号 3201），

该科目下设“待冲财政基金”

和“待冲科教基金”两个明细

科目分别核算。“待冲基金”科

目核算医院使用财政补助、科

教项目收入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或购买药品、卫生材料

等物资形成的、留待计提资产

折旧、摊销或领用发出库存物

资时予以冲减的基金。这是一

个全新的科目，通过设立和运

用这一科目，可以反映财政补

助、科教项目收入的预算执行

情况。它创造性地解决了财政

补助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折

旧问题。下面以财政性资金购

买固定资产为例对该科目的

核算作一说明。

例：某医院为财政直接支付事业单位，适用新《医院会计

制度》。医院于 2010年 1月 1日购买了一台医疗设备，设备入

账总值 200万元（不考虑其他费用）。医院购买该设备使用财

政补助资金 100万元，同时自筹 100万元。该仪器不需安装，

可直接使用，使用年限为 5年，无净残值，采用平均年限法计

提折旧。

（1）购买时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进行支付，借：财政项目补

助支出 100万元；贷：财政补助收入 100万元。借：固定资

产———生化分析仪 200万元；贷：待冲基金———待冲财政基金

100万元，银行存款 100万元。

（2）2010年末计提折旧，借：待冲基金———待冲财政基金

20万元，医疗业务成本 20万元；贷：累计折旧 40万元。

第五年固定资产折旧提足后，“待冲基金”科目余额为零。

（3）若第四年末提前报废，此时“待冲基金”科目贷方余额

20万元，将其转出，借：固定资产清理 20万元，待冲基金 20

万元，累计折旧 160万元；贷：固定资产 200万元。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资产形成支出

时，在反映预算支出发生的同时所形成的资产预存在“待冲基

金”中，资产计提折旧时，非财政性资金所形成资产计提部分

形成成本费用，财政性资金形成部分不反映为成本费用，而是

冲销“待冲基金”，在资产提足折旧后，“待冲基金”科目的余额

为零。提足折旧前资产报废，在资产冲销的同时将该资产所对

应的尚未冲销的“待冲基金”一并冲销。

由此可见，“待冲基金”科目的余额实质上是财政性资金

形成的资产在医院的经营活动中未消耗的部分。财政部门可

以通过“待冲基金”这一会计科目将财政性资金和非财政性

资金形成的资产分开，对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进行过程性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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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待冲基金”科目反映了预算信息和财务信息，在会

计核算的同时兼顾预算要求，达到了加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

约束的目的。这也符合在新医改实施中国家对医院投入较大，

医院的公益属性逐渐突出的形势要求。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