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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固定资产的净残值进行了重新定义，其中强调了“现值”概念。本文依据这一规定，对融资

租入固定资产的折旧计提方法加以修正，使承租人对租赁固定资产的相关会计业务处理更加真实、可靠。

【关键词】融资租赁 固定资产 担保余值 净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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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探讨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是指承租人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租入

固定资产，并且出租人将与固定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或绝

大部分风险和报酬也随之转移给承租人。按照会计核算的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在租赁期内视为承租

方的一种资产，在会计业务处理中应将其作为企业的一项固

定资产入账，同时确认相应的负债。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要求，企业应当对所拥有的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的使用性质和使用情况合

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限和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

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的系统分摊，即对固定资产由于磨损

和损耗而转移到产品成本或构成企业费用的那部分价值的补

偿。其中“应计折旧额”是指应当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价扣

除其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因此，净残值预计数额是否准确，

直接关系到应计折旧总额，继而影响到企业的相关成本费用。

一尧问题的提出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预计净残值的定义为“假定固定资

产预计使用寿命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态，企

业目前从该项资产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

额”。该定义明确提出企业应当从“目前”处置该项资产中获得

的利益，即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提出净残值应考虑时间价值的

影响。如果忽略资产减值损失的影响，可得：固定资产可计提

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净残值现值。

然而，在现行的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业务处理

中，“现值”这一观念却没有得以考虑。

二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现行会计处理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应和自有固定资产折旧政

策一致，同自有固定资产一样，折旧方法一般有年限平均法、

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等。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 21号———租赁》规定，如果承租人或与其有关的第三方对

租赁资产余值提供了担保，则应计折旧总额为租赁期开始日

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扣除担保余值后的余额；如果承租人或

与其有关的第三方未对租赁资产余值提供担保，且无法合理

确定租赁届满后承租人是否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则应

计折旧总额为租赁期开始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例：某公司年初从 C融资租赁公司租入某项全新机械设

备，其公允价值为 38 000元。租赁合同规定：该设备的租赁期

为 8年（该设备预计使用年限为 10年），合同折现率 7%，长城

机械厂每年年末支付租赁费 56 500元，并担保租赁资产期满

时估计余值为 73 000元的 90%（担保余值 65 700元，未担保

余值 7 300元）。租赁期满，设备退还给 C公司。可届时租赁设

备的实际价值仅有 61 000元，长城机械厂补付差额 4 700元。

长城机械厂在租入固定资产过程中支付的手续费、印花税等

初始直接费用共计 600元。长城机械厂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未确认融资费用”。长城机械厂（承租方）有关计算及账务处

理如下：

1援 确定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入账价值：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入账价值=最低租赁付款限额与租赁

资产公允价值孰低额+初始直接费用

其中：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各期支付的租赁费现值+担

保余值现值=56 500伊［1-（1+7%）-8］衣7%+65 700伊（1+7%）-8=

375 616（元）。

初始直接费用越600（元）

由计算结果表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375 616元比租

赁时的公允价值小，故其入账价值应为 376 216元。

2援 确定“长期应付款”账户的价值。租赁期内计入“长期

应付款”账户的价值为各期支付的租赁费与租赁固定资产担

保余值之和。在该例题中，其账面价值为 517 700元。

3援 长城机械厂租入固定资产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376 216

未确认融资费用 142 084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费 517 700

银行存款 600

4援 按月计提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折旧。由于该设备的可

租赁年限为 8年小于其预计使用寿命，按规定，应以 8年为期

计提折旧。应计折旧总额为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与担保余值的

差额，即 310 516元，每月计提的累计折旧为 3 234.54元。相

关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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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制造费用 3 234.54

贷：累计折旧 3 234.54

5援 第 8年末，该厂将设备退还给 C公司，相关会计分录

为：

（1）租赁设备实际价格 61 000 元小于担保余值 65 700

元，长城厂补付差额 4 700元时：

借：制造费用———资本租赁损失 4 700

贷：银行存款 4 700

（2）长城厂将融资租赁设备退还给 G公司时：

淤注销“长期应付款”科目余额即担保余值 65 700元：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费 65 700

贷：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65 700

于注销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其余账户的余额：

借：累计折旧 310 516

贷：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10 516

该例其余的会计处理由于不涉及本文所论述的主题，在

此不做赘述，下同。

三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折旧与其他相关处理的缺陷及改进

首先，通过上述案例可以清楚看出，计算融资租入固定资

产入账价值时，企业将担保余值折合成现值进行计算，然而在

计提折旧时，却用其入账价值与没有折现的担保余值之差作

为应计折旧总额，由担保余值的定义可知，担保余值是承租方

对租入的固定资产余值予以担保的部分，即判定资产租赁期

满后该项资产所剩余的价值，从此角度分析，担保余值就是租

入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企业应按照

会计准则的要求以担保余值的现值来确定应计折旧的总额。

其次，在融资租赁固定资产退还给出租人时，承租方直接

减少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没有通过“固定资产清理”账户

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为了集中反映出售、报废、损毁、

投出、抵债等固定资产的现值、清理费用、清理收入及其损益

情况，应设置“固定资产清理”账户，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其

性质归为自有资产，减少时的会计核算方法也应与企业自有

的固定资产保持一致，因此，原会计处理违反了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改进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核算方

法，具体可考虑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在此仍使用前例。

方法一：

1援 确认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和长期应付款

项。此处的会计处理和相关分录和改进前的相同，可参考前例。

2援 按月计提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折旧。该项设备的应计

折旧总额为其入账价值 376 216元与担保余值的现值 38 238

元［65 700伊（1+7%）-8抑38 238］的差额，即 337 978元，按直线

法每月计提折旧为 3 520.60元。相关的会计分录为：

借：制造费用 3 520.60

贷：累计折旧 3 520.60

3援 第 8年末，该厂将设备退还给 C公司时，相关的会计

分录为：

（1）租赁设备实际价格 61 000 元小于担保余值 65 700

元，长城厂补付差额 4 700元时：

借：固定资产清理 4 700

贷：银行存款 4 700

（2）长城厂将融资租赁设备退还给 G公司时：

淤注销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其余账户：

借：固定资产清理 38 238

累计折旧 337 978

贷：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76 216

于注销“长期应付款”和“固定资产清理”账户的余额，并

将两者之差计入当期损益，若差额为正数则计入损益类账户

的借方，反之计入贷方。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费 65 7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42 938

营业外收入 22 762

方法二：

1援 确认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和长期应付款

项。企业可新设“担保余值”账户，该账户为固定资产的附加账

户。在按原方法确定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后，将担保

余值的现值从中分离开单独记入“担保余值”科目的借方，余

下金额记入“固定资产———长期应付租赁款”二级明细科目的

借方；长期应付款项的核算保持不变。相关的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长期应付租赁款 337 978

担保余值 38 238

未确认融资费用 142 084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费 517 700

银行存款 600

2援 按月计提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折旧。该方法下，该项

设备的应计折旧总额即为“固定资产———长期应付租赁款”的

账面价值 337 978元，按直线法每月计提折旧为 3 520.60元。

相关的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 3 520.60

贷：累计折旧 3 520.60

3援 确认各期固定资产担保余值的增加额。融资租入固定

资产的担保余值在 8年后是 65 700元，其现值是 38 238元，

冲减的利息费用共计 27 462元。企业每年都要计算各期应冲

减的利息费用，如下表所示（单位：元）：

当年担保余值
账面价值

淤=上年末盂

38 238

40 915

43 779

46 844

50 123

53 632

57 386

61 403

-

担保余值增加额
渊冲减当年利息费用冤

于=年初淤伊7%

2 677

2 864

3 065

3 279

3 509

3 754

4 017

4 297

27 462

担保余值
累积额

盂=淤+于

40 915

43 779

46 844

50 123

53 632

57 386

61 403

65 700

年份

1

2

3

4

5

6

7

8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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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的产物。代表政府实施监管的财政部、证监

会、审计署和司法部门在该制度的发展变革中分享着此消彼长的监管权。在不同监管主体、监管方式的更替中，监管对审计

质量的保证程度也必然不同。如何分配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权、权衡不同监管方式的优劣，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

模式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审计质量，是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和政府监管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审计制度 政府监管 审计质量

张 栋渊博 士 冤

渊 郑 州 大 学 商 学 院 郑 州 450001冤

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监管制度发展回顾及思考

一、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与政府监管关系的回顾

1. 财政部与审计署的监管及其权力分配。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招商引资的热潮，导致了对注

册会计师审计服务的迫切需求。为适应这一经济环境，1980

年 12月财政部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

则》，其中要求合资企业在纳税年度内向税务机关附送在中国

注册登记的公认会计师的查账报告，从而为恢复注册会计师

审计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1980年 12月 23日财政部发布了

《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规定会计顾问处是由各

级财政部门组织成立、不具有独立产权的事业单位，从而标志

着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开始恢复重建，也确立了财政部

作为注册会计师最初直接监管部门的地位。

根据 1982年颁布的《宪法》的规定，审计署具有对涉及国

有资产的单位进行国家审计的职权，而在社会审计的地位尚

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审计署也天然扮演着对国有

单位进行社会审计的角色。在社会审计这个新兴的行业所带

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审计署在成立之初即着手建立

挂靠在审计部门的审计事务所，1987年审计署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开展社会审计若干问题的通知》，标志着与财政部领导

下的注册会计师提供同样性质服务的另一支队伍———中国注

企业每年末，根据表 1第 2列数据编制如下会计分录（以

第 1年末的数据为例）：

借：担保余值 2 677

贷：财务费用 2 677

经过以上处理，8年共计息 27 462元，“担保余值”账户第

8年累积额正好为 65 700元（38 238+27 462）。

4援 第 8年末，该厂将设备退还给 C公司时，相关的会计

分录为：

（1）租赁设备实际价格 61 000 元小于担保余值 65 700

元，长城厂补付差额 4 700元时：

借：固定资产清理 4 700

贷：银行存款 4 700

（2）长城厂将融资租赁设备退还给 G公司时：

淤注销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和“担保余值”账户：

借：固定资产清理 65 700

累计折旧 337 978

贷：固定资产———长期应付租赁款 337 978

担保余值 65 700

于注销“长期应付款”和“固定资产清理”账户的余额，并

将两者之差计入当期损益，若差额为正数则计入损益类账户

的借方，反之计入贷方。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费 65 700

营业外支出 4 7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70 400

相比于方法二，方法一最大的优点是核算简便，但由于在

计算“应计折旧额”时扣除的是担保余值的现值，使得每月计

提的折旧费用增加，降低了承租期内各年的会计利润；将租入

的固定资产退还给出租人时，往往会产生金额较大的营业外

收入，使得租赁到期时所在年份的利润大幅增加，因此采用该

种方法易造成承租方的会计利润不稳定，不利于市场租赁业

务的积极发展。对此，笔者建议采用第二种方法处理租赁业

务，方法二中，企业利用“担保余值”账户的各期增加额冲减当

期的利息费用，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上述所存在问

题，虽然其会计处理比较麻烦，但如今会计电算化在企业日

常业务处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计算机代替手工做账

已成为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只

要安排妥当，该处理方法并不会给相关的工作人员带来过重

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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