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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物流配送业。对我国的沿海企业来说，外销比内

销要容易得多。我国的对外物流业（港口、海关、装卸等）非常

好，硬件设施是很好的，但缺乏全国性的物流企业提供运输便

利。中国的物流支出占 郧阅孕的比例比美国高一倍，两个国家

面积差不多，但我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为内销提供便利。因

此，对内外资民营物流企业开放市场也很重要，可以为它们提

供投资机会，从而为其他行业提供重要的服务。

7援 修订“20 条意见”，弥补其缺陷和不足。发改委的“20

条意见”虽然比“非公 36条”前进了一大步，但还是存在一些

缺陷和不足，主要是没有重视现在占据半边天的民间投资，只

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做了一些技术修补，不是我国急需的对

民间投资的正本清源———彻底改变对民间投资不公平待遇的

格局。比如石油石化行业，民间投资理论上可进入，但进入以

后就被国有企业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从行业上下游全面卡死，

因为几乎所有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它们手中，两大集团的功

能实际上已隐含着政府把持的市场准入管制，这不仅因为它

们决定成品油的出厂价和批发价，而且就连新建“非公”加油

站，也要到它们那里备案才有进入市场的机会。再如“20条意

见”建议给民间投资予以贷款支持，但单从 A股市场上 14家

不同规模上市银行按例公布的贷款客户名单中就可以看出民

营企业的待遇———它们没有一家把民营企业当做重点客户，

在所有上市银行的前十大贷款客户中无一家民营企业，可见

民营企业的融资仍然是困难重重。

再者，民间投资形成了一定的产能以后，一旦遇上经济

周期的风吹草动，调控之刀首先就落在民间投资的产能

上———这在钢铁业上十分明显。如最近日照钢铁被国有企业

强行收购，都很典型。而一旦要限产压量，又首先从规模上加

以歧视，要求对小规模钢铁企业压缩贷款等。

现在要刺激民间投资，在巨量国有企业已经占据市场主

导地位并不断享受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只撤销几个早该撤销

的限制性文件，不可能真正地刺激民间投资。

总体来看，我国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实现公平竞争与

经济的良性循环，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政府的引导和

鼓励政策是激活民间投资的关键。

【注】本文系沈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项目野关于耶十

二五爷期间沈阳民间资本的优先利用方向与对策研究冶渊项目编

号院SYSK20111-04-10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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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求意见稿 ED/2009/12中的预期损失模型

2009年 11月 5日，IASB发布了 IFRS征求意见稿《金融

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建议对金融工具减值采用“预期损失

模型”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

量》规定的已发生损失模型。预期损失模型的优点主要体现

在：淤预计信用损失将纳入资产的实际利率即确认利息收入

时考虑包括预计信用损失在内的现金流量，避免了利息收入

的高估。于在金融资产存续期间，通过预测不断修正预计信用

损失，继而确认金融资产损失准备，充分反映信用风险的变

化，可以有效避免已发生损失模型确认金融资产损失准备时

的不确定性、滞后性和隐秘性。盂利用预期损失模型进行减值

确认不要求有“触发事件”，这表明金融资产有证据证明已发

生减值，从而可减少“触发事件”在会计实务中的差异性、避免

会计人员出现误判、增强金融资产减值信息的可比性。

预期损失模型较为复杂，就其实际应用而言，可能会带来

更多的实施成本。比如，为获取必要的数据，其实施要依赖于

一个稳定、有效的新软件系统支持，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尚不具

备这方面的能力。虽然实施预期损失模型还存在种种困难，但

是，掌握预期损失模型对于改善金融企业的财务状况，增强

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二、ED/2009/12补充文件对预期损失模型的完善

2011年 1月 31日，IASB和 FASB联合发布了 IASB 的

征求意见稿 ED/2009/12《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的补充

文件《金融工具：减值》（下称“补充文件”）。补充文件进一步完

善了预期损失模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援 区分了“可收回账”和“呆账”。补充文件根据管理层对

IASB对金融工具减值预期损失模型的完善

杨焕云

渊聊 城 大 学 山 东 聊 城 252059冤

【摘要】 2011年 1月 31日，IASB和 FASB联合发布了 IASB 2009年 11月的征求意见稿 ED/2009/12《金融工具：摊余

成本和减值》的补充文件《金融工具：减值》。该文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预期损失模型进行了完善，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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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现金流量可收回性的预计，对“可收回账”与“呆账”

进行了区分。如果主体针对某项资产的信用风险管理目标从

向债务人收取合同付款额变为收回全部或部分金融资产，则

该资产将转至“呆账”，其余的为“可收回账”。补充文件建议预

期损失模型对“可收回账”中确认优质资产的预计损失及“呆

账”中确认不良资产的预计损失分别进行账务处理。“可收回

账”中的预计信用损失以组合中资产的加权平均存续期限和

预计寿命予以确认，减值损失准备金额按下述两项的较高者

确定：淤运用时间比例法确定的预计信用损失：于在可预见

的未来（不短于 1年）预计发生的信用损失。当资产从“可收回

账”转至“呆账”时，应将其存续期预计损失计入损益。

2援“可收回账”与“呆账”之间的转移采用部分冲减法。对

于“可收回账”与“呆账”之间的转移，IASB同时考虑了全额冲

减法及不予冲减法。根据全额冲减法，资产的预计损失的金额

将全额从投资组合“可收回账”的准备账户转出，从而不再将

“呆账”确认任何减值损失，但是投资组合“可收回账”的准备

金额将因转出的金额而低于目标水平。根据不予冲减法，投资

组合“可收回账”的准备金额将不作转移，并且将资产转至“呆

账”时预计损失金额的全额确认为减值损失。无论采用何种方

法，在损益中确认的准备费用金额均相同。

IASB在补充文件中建议采用部分冲减法，根据这一方

法，对于资产在“可收回账”与“呆账”之间的转移，准备金额应

以时间比例法作相应转移，即投资组合“可收回账”部分的准

备金额根据所转移资产的账龄，在资产变为“呆账”的同时也

转移至“呆账”。“可收回账”的原准备账户将被冲减，并确定新

的“可收回账”准备金额。转至“呆账”的资产应就未从“可收回

账”转出的剩余预计信用损失确认一项减值损失。

3援 估计存续期预计信用损失应综合考虑内部和外部信

息。FASB的征求意见稿要求在确定预计损失的估计时，应考

虑关于过往事件和当前状况的所有可获得信息，但并未考虑

报告日之后的潜在未来经济事项。在补充文件中，IASB和

FASB明确存续期预计信用损失的估计应考虑所有可获得的

内部和外部信息，包括历史数据和当前经济状况以及对未来

事项与未来经济指标的可靠预测。对未来状况的估计应与当

前可获得的信息及管理层的内部预测相一致。预计信用损失

的估计应至少在每个报告日进行更新。在确定投资组合的预

计存续期时，主体需要考虑提前偿付选择权、买入期权、展期

期权、其他期权及资产违约等各种情况。

4援 允许主体进行方法选择。虽然要求采用单一的方法可

增强可比性，但 IASB最终同意允许主体根据自身情况选用

方法，这样可以使得拥有更成熟的系统和流程的主体实现预

计信用损失更准确的计量、分摊。主体可就如何确认预计信用

损失选择使用以下方式之一：淤投资组合剩余存续期预计

信用损失，乘以该组合目前的账龄与该组合整个预计存续期

的比率（直线法）；于投资组合剩余存续期预计信用损失，根据

该组合的预计存续期折算为每年应计的年金金额（年金法）。

根据直线法确认预计信用损失时，将允许主体使用已折现或

者未折现的预计损失。因此，供主体选用的方法有三种，即未

折现直线法、已折现直线法和年金法。

三、完善后的预期损失模型的应用

1援 模型在“可收回账”方面的应用。

例 1：某主体管理两个正常贷款投资组合（“可收回账”）。

投资组合甲包含的贷款的名义金额为 200万元，此组合中，

账龄 0.5年的投资 2个，账龄 1年和 2年的投资分别为 1个，

预计存续期为 2年和 4年的投资各 2个，剩余存续期预计信

用损失为 6 000元，可预见的未来期间内预计发生的信用损

失为 5 000元；投资组合乙包含的名义金额为 500万元，此组

合中账龄 1年的投资 1个，账龄 4年的投资 2个，预计存续期

为 9年的投资 1个，预计存续期为 18年的投资 2个，剩余存

续期预计信用损失为 75 000元，可预见的未来期间内预计发

生的信用损失为 13 000元。

根据 IASB的建议，投资组合的账龄及预计存续期均应

以加权平均值进行确定。因此投资组合甲：

加权平均账龄=（0.5伊2垣1伊1垣2伊1）衣（2垣1垣1）=1（年）

加权平均预计存续期=（2伊2垣4伊2）衣（2垣1垣1）=3（年）

同理可计算出投资组合乙的加权平均账龄为 3年，加权

平均预计存续期为 15年。

根据预期损失模型，使用时间比例法和折现直线法计算

两个投资组合的减值损失准备金额（具体计算过程略）。

投资组合甲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发生的损失大于根据时

间比例法计算的准备金额，因此主体应以等于在可预见的未

来预计发生的损失金额记录准备金额；投资组合乙根据时间

比例法计算的准备金额大于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发生的损

失，因此主体应以时间比例法计算的金额记录准备金额。

2援 模型在“呆账”方面的应用。

例 2：某主体管理一个由同类性质贷款组成的开放式投

资组合，其存续期预计损失为 3 000元。管理层针对此贷款的

目标从收取本金和利息变为收回本金。主体根据其内部信用

风险管理流程确定该贷款应在“呆账”中进行管理，并确认信

用预计损失。该不良贷款账龄为 1年，预计存续期为 5年。

根据补充文件的建议，投资组合“可收回账”的部分准备

金额根据所转移资产的账龄，在资产变为“呆账”的同时也转

移至“呆账”。“可收回账”的原准备账户将被冲减，并确定新的

“可收回账”准备金额。转至“呆账”的资产应将未就“可收回

账”转出的剩余预计信用损失确认一项减值损失。

因此，该主体应将该投资组合“可收回账”内与该贷款相

关的准备账户中的 600元（1衣5伊3 000）转至“呆账”准备账户，

并将剩余的 2 400元确认为减值损失。在转移后，需要相应地

重新估计该投资组合的“可收回账”准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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