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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示] 贷款的减值，及其减值后收到的利息或者本金的处理

，在减值后，由利息收入冲减贷款损失准备的分录 [经典例

题] 例题1、2007年1月1日，光华银行向某客户发放一笔贷

款200万元，期限2年，合同利率10%，按季计结息。假定该贷

款发放无交易费用，实际利率与合同利率相同。每半年对贷

款进行减值测试一次。其他资料如下： （1）2007年3月31日

、6月30日、9月30日和12月31日，分别确认贷款利息5万元。 

（2）2007年12月31日，采用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方式确认减

值损失20万元。 （3）2008年3月30日，从客户收到利息2万元

，且预期2009年度第二季度末和第三季度末很可能收不到利

息。 （4）2008年6月30日，对该贷款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

减值损失；2008年12月31日，对该贷款进行减值测试，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166.53万元。 （5）2009年1月10日，经协

商，光华银行从客户收回贷款170万元。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 要求：编制光华银行上述有关业务的会计分录。 [例题答

案] （1）发放贷款 借：贷款本金 200 贷：吸收存款 200 （2

）2007年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和12月31日，分别确认

贷款利息 借：应收利息 5 贷：利息收入 5 借：吸收存款 5 贷

：应收利息 5 （3）2007年12月31日，确认减值损失20万元 借

：资产减值损失 20 贷：贷款损失准备 20 借：贷款已减值 200 

贷：贷款本金 200 此时，贷款的摊余成本=200－20=180（万

元） （4）2008年3月30日，确认从客户收到利息2万元 借：吸



收存款 2 贷：贷款已减值 2 按实际利率摊余成本为基础应确

认的利息=180×10%/4=4.5（万元） 借：贷款损失准备 4.5 贷

：利息收入 4.5 此时，贷款的摊余成本=180－2 4.5=182.5（万

元） （5）2008年6月30日，确认贷款利息 按实际利率摊余成

本为基础应确认的利息=182.5×10%/4=4.56（万元） 借：贷款

损失准备 4.56 贷：利息收入 4.56 此时，贷款的摊余成

本=182.5 4.56=187.06（万元） （6）2008年9月30日，确认贷款

利息 按实际利率摊余成本为基础应确认的利息=187.06

×10%/4=4.68 借：贷款损失准备 4.68 贷：利息收入 4.68 此时

，贷款的摊余成本=187.06 4.68=191.74 （7）2008年12月31日，

确认贷款利息 按实际利率摊余成本为基础应确认的利

息=191.74×10%/4=4.79（万元） 借：贷款损失准备 4.79 贷：

利息收入 4.79 未确认减值损失前，贷款的摊余成本=191.74

4.79=196.53（万元） 应确认减值损失=196.53－166.53=30（万

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30 贷：贷款损失准备 30 确认减值损

失后，贷款的摊余成=166.53（万元） （8）2009年1月5日，收

回贷款 借：吸收存款 170 贷款损失准备 31.47 贷：贷款已减值

198 资产减值损失 3.47 [例题总结与延伸] 贷款的处理是金融机

构的特殊处理，需要特别记忆一下。总体来看，除了分录处

理比较特殊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里需要特别注意

的处理有三点：一是虽然是实际利率摊余成本计量法，基本

理念和持有至到期投资一致，但是在计算资产减值损失的时

候，如果有未收到的应收利息的，这个应收利息是构成减值

前的摊余成本的，也就是在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理念中，如

果债务人发生财务危机的，别指望应收未收的利息能够实际

收回，所以把这部分应收利息也确认为减值了。这点处理和



持有至到期投资不一致。另外是对于发生减值的贷款，要把

贷款本金全部转入“贷款－已减值”科目，这点处理有利于

金融机构对于减值的贷款进行专项的管理和追踪。第三点就

是贷款减值的结转问题，如果实际从债务人手中收回贷款的

，贷款减值准备的结转是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确定的利

息收入来结转的，这点处理也是和持有至到期投资乃至一般

的减值处理存在差异的地方。 关于应收款项的处理，基本上

还是遵循了之前的处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金融资产

一章我应收款项作为金融资产给了我们一个信号，随着以应

收款项等债权的证券化市场逐步的成熟，应收账款债权的贴

现业务也会进一步扩大范围，那么随着这个市场的逐步完善

，应收款项作为金融资产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或者是摊余成本

计量的时代已经不远。之所以新教材增加了一个这样的项目

也代表了新准则对于市场信息的进一步参考和完善，也是和

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靠近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教

材没有做过多的要求。 [知识点理解与总结] 划分为贷款和应

收款项类的金融资产，与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金融资产

，其主要差别在于前者不是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金融资产

，并且不像持有至到期投资那样在出售或重分类方面受到较

多限制。 贷款和应收款项。应收账款核算和之前处理没有差

别，新准则没有提到，但计提准备等的处理、坏帐分析方法

都是一样的，通常是考察帐龄分析法的处理。 贷款的处理：

贷款减值处理，会计处理的特点和区别需要注意。减值的时

候"贷款"明细帐转入"贷款－已减值"明细，按照摊余成本×实

际利率计算出利息收入： 借：贷款减值准备 贷：利息收入； 

收到利息（按照合同规定利率计算的应收利息）： 借：吸收



存款（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贷：应收利息。 关于资产减值损

失的确认问题，对于贷款来说在确认减值的时候应收未收的

利息是要记入到减值前的摊余成本中的，这个处理区别于持

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的处理，因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不管

利息是否收到，摊余成本＝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计算的

投资收益－应收利息，考虑的是现金流量能够流入企业。而

贷款则是认为这个未来的现金流量风险很大，金融企业出于

谨慎考虑全部确认为减值一部分，计算的减值前的摊余成本

＝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应收利息没有

实际收到的全部确认为减值前摊余成本组成部分，这点处理

和持有至到期投资是不一样的。 贷款和应收款项的会计处理

原则，大致与持有至到期投资相同。也分为三个步骤： （1

）取得时 金融企业按当前市场条件发放的贷款，应按发放贷

款的本金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一般企业

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通常应按从购货

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2）持有期

间 ①应收利息＝贷款本金×贷款利率×期限 ②利息收入＝贷

款和应收款项摊余成本×实际利率×期限 贷款持有期间所确

认的利息收入，应当根据实际利率计算。实际利率应在取得

贷款时确定，在该贷款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

持不变。实际利率与合同利率差别较小的，也可按合同利率

计算利息收入。 （3）处置时 企业收回或处置贷款和应收款

项时，应将取得的价款与该贷款和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容易犯错的地方] 几个重要的分录 （1

）把贷款本金和利息全部的转入“贷款已减值” 借：资产减

值损失 贷：贷款损失准备 借：贷款已减值 贷：贷款本金 （2



）当减值后，在收到利息或者本金的时候 借：吸收存款 贷：

贷款已减值 （3）特别的要注意一个最能体现与时俱进的分

录，在保持这随时的变化。 借：贷款损失准备 贷：利息收入 

说他与时俱进，是因为利息收入的计算是按照下面的这个分

录计算的，而且每期都在变化中，利息收入＝贷款和应收款

项摊余成本×实际利率×期限 [错题举例] 长期应收款按摊余

成本计量 2007年1月1日，甲公司对乙公司提供一项技术转让

，应收价款为2000万元，分别在2007年末和2008年末收取1000

万元。假设折现率为8％。则有关处理如下： （1）2007年1

月1日，计算现值作为技术转让收入（公允价值） 2007．1．1

现值＝1000÷（1＋8％）＋1000÷（1＋8％）＝925.93＋857.34

＝1783.27（万元） 借：长期应收款 2000（本＋息） 贷：其他

业务收入 1783.27（现值，本金） 未实现融资收益 216.73（利

息） 2007年初长期应收款摊余成本（净额，本金）＝长期应

收款余额2000－未实现融资收益216.73＝1783.27（万元） （2

）2007年末确认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长期应收款摊余成本×

实际利率 A．20 B．-20 C．0 D．-l2 借：银行存款 1000 贷:长

期应收款 1000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142.66 贷：财务费用

142.66 2007年末长期应收款净额（摊余成本）＝长期应收款余

额1000－未实现融资收益余额74.07＝925.93（万元） （3

）2008年末确认利息收入 借：银行存款 1000 贷:长期应收款

1000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74.07 贷：财务费用 74.07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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