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政策：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准则制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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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B8_E6_94_BF_E7_c33_458575.htm 资产证券化,是指把缺

乏流动性的,但能产生可预见现金流入的资产,转换成在金融市

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行为。近年来,国内金融机构开

始关注金融资产证券化问题,这在国际上早已成为流行的金融

创新技术,在我国却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由于作为会计实务操

作的指南和规范------会计准则,相对于会计实务的滞后性,使

得我国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会计规范是一片空白。 第一,从会计

要素定义方面来看 资产证券化操作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而是

预期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量的金融资产。国际会计准

则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均提出了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两个会计要素,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和披露奠

定了基础。而我国的会计准则中不仅未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

债作单独的、明确的定义,甚至尚未提及。对资产和负债传统

的定义和分类已远远不能适应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尤其资产

证券化业务将在我国推广,必然要将其纳入会计处理的范畴,而

要素的定义,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从初始确认

标准和终止确认标准方面来看 从理论上讲,对附条件的资产证

券化会计问题的分析,应该从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标准和终止

确认标准入手。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的会计准则中不但

缺少对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标准,甚至也不存在金融资产的初

始确认标准。填补初始确认标准和终止确认标准的空白是我

国金融市场的大势所趋。 第三,从会计要素计量方面来看 目

前,我国金融工具的基本计量属性仍然是历史成本或修正的历



史成本。虽然传统会计准则利用稳健性原则来弥补历史成本

的缺陷,但仍不能反映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现行价值,也不利

于管理者根据融资环境的变化管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第

四,从收入确认方面来看 现行准则虽对特殊业务的收入确认做

了规定,但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销售收入确认问题还是一片空

白。这主要是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目前尚未形成普遍现象。 

第五,从合并会计报表方面来看 我国目前只是规定了一般经济

实体的合并范围与合并标准,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标准从未涉

及。资产证券化结构中特设机构的出现,迫切需要这种合并标

准的指导和规范。 以上几点说明了我国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

在指导、规范资产证券化交易方面存在着空白。而资产证券

化即将拉开序幕,我国的会计准则如何来指导、规范,使其会计

处理有章可循,使与之有关的会计信息得到全面、充分、准确

的披露,这是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者们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借

鉴国际经验,顺应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和新的金融工具不断

出现的势态,考虑到资产证券化涉及众多其他金融工具,为便于

实际操作,宜专门制订《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从而使相关主管

部门可以对证券化业务实行有效的监控,使资产证券化会计处

理在我国有章可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