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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C_BE_E4_BA_94_E7_c42_546447.htm 对贷款质量进行五

级分类管理，较“一逾两呆”的分类方法更能科学地揭示贷

款的质量状况和风险程度，更能有效地加强商业银行的贷款

管理工作，这已得到普遍共识。经过几年的试点，中国人民

银行于2001年12月19日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行

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的通知》，明确从2002年起我国各类

银行全面施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

以来所实行的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管理方式。但是，在会计

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11月27日财政部颁）

上还未完全实现与贷款五级分类管理相关内容的会计核算的

调整。 一、会计核算上贷款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式分类

并存的现状 1.贷款的划分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要求对本金

或利息逾期90天的贷款单独核算，在资产负债表中，对贷款

分应计贷款与非应计贷款予以列示。非应计贷款指贷款本金

或利息逾期90天没有收回的贷款，应计贷款指非应计贷款以

外的贷款。对贷款的这一划分，实际已对商业银行的损益核

算产生了影响。 2.贷款利息的核算 贷款利息的逾期天数是作

为贷款分类列示的标准之一，这即说明贷款利息的确认与核

算同样是按时间来确认和核算的。按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发

放的贷款应按期计提利息并确认收入。但若贷款到期（含展

期）90天尚未收回的，便应停止计息，纳入表外核算。已计

提的应收利息，贷款到期90天后仍未收回的，或在应收利息

逾期90天后仍未收到的，冲减原已计入损益的利息收入，并



转作表外核算。 3.贷款损失准备的提取 贷款损失准备包括专

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两种。这两种准备都是根据对可能产生的

贷款的预计，由金融企业按贷款的风险程度与可能性合理确

定。专项贷款则是针对风险贷款提取的，在会计制度中特别

提出要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结果及时、足额计提。特种准备是

对特定国家发放贷款所提取的损失准备。提取的贷款损失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 二、贷款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式分类

在会计核算中并存的影响 1.贷款五级分类管理与“一逾两呆

”式会计核算 国际上，一般贷款逾期90天以上才认定为不良

贷款。因此，在新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也采用了90天的

期限作为划分应计贷款与非应计贷款的标准。相对2002年作

为划分逾期贷款时间标准的180天，实际已更体现了会计核算

上的谨慎性原则。而且，以贷款本金及利息的逾期时间为准

进行会计核算，比较直观简单，有便于操作的优点。但是，

以时间作为贷款的划分标准，存在着对信贷资产质量认定滞

后的问题。未到期的贷款不一定是正常的，企业经营状况可

能在贷款期内已经发生变化，甚至丧失了还贷能力，但仍按

正常贷款管理，不利于及早发现和防范信用风险，这既是对

贷款进行五级分类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按时间划分对

贷款进行会计披露的缺欠所在没有充分体现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与可靠性原则。 2.表内数据缺乏相关性，不利于进行财务

分析 对于贷款，相关的数据指标主要有贷款本金、利息收入

与贷款损失准备金。但是由于在会计核算上，同时使用了两

种划分标准，使贷款本金、贷款利息收入与贷款损失准备金

这三个本来具有勾稽关系的数据失去了内在的相关性，这使

得信息使用者难以使用报表数据进行有效的财务分析。尤其



是难以从资产结构上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当前，存贷业务

仍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贷款利息收入则是商业银行

的主要收入，而由于贷款业务中普遍存在不良资产高比例的

现状，使得根据五级分类提取的专项准备金对商业银行的损

益影响较大（《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第五条：“银

行可参照发下比例按季计提专项准备：关注级贷款，计提比

例为2%；对于次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25%；对于可疑类贷

款，计提比例为50%；对于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为100%.其

中，次级和可疑类贷款的损失准备，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

动20%”），拨备前利润与拨备后利润存在着较大差异。而

与此同时，会计报表的列示上，及与净利润相关的盈利资产

的结构、利息收入的结构，其划分的口径与相关费用项目是

不一致的，由此，就难以从资产结构上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

行分析。 3.会计信息缺乏相关性，会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内

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不利于加强金融监管的需要由以

上可知，贷款本金、利息收入、贷款损失准备的会计核算划

分标准不一致，造成了会计报表本身数据的缺陷，使会计报

表披露的会计信息缺乏相关性，即会计报表的披露不能够满

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对于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者

而言，可以通过内部途径获取管理所需要的贷款五级分类的

相关信息。但对外部信息需求者而言，商业银行的主要经营

风险来自其主要的业务存贷业务。对风险的分析则通过会计

报表数据进行信用风险分析与资本风险分析。但是，按目前

的会计报表披露的信息，外部信息需求者无法了解风险贷款

（可疑类与损失类贷款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也无法从

所有者权益与风险资产的比较分析中来衡量风险。同样的，



银行对贷款进行五级分类管理，管理的状况，管理的效果如

何，也无法从信息披露中得到了，也无从掌握商业银行的经

营管理效率。无形中，这样的会计信息披露方式反而加剧了

商业银行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监管者而言，需要商

业银行单独就贷款五级分类管理情况报送资料，实际增加了

财务核算的成本。 三、实现贷款五级分类管理与会计上贷款

五级分类核算的统一 1.对贷款实现会计五级分类核算的条件

已经具备 首先，在贷款的管理工作上已具备了进行贷款五级

分类核算的基础 自1998年人民银行发布《贷款风险分类原

则gt.》以来，各商业银行在推行贷款五级分类管理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并且，经过试行到全面施行，已实现了从一逾两

呆分类管理向五级分类管理的过渡。贷款五级分类的标准、

判别指标在各商业银行的摸索、实践中渐渐得到了完善，银

行就贷款分类的操作、认定、审核等工作程序、工作要求，

以及相关部门在分类工作中的职责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

从内部控制上实现了贷款五级分类会计核算的基础。 其次，

自从1999年4月由财政部出资100亿元人民币成立了第一家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来，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相继挂牌成立，以独立国有公司的形式，收购中国四大国有

商业银行1996年以前形成的不良贷款，然后通过重整业务、

出售债务、资产证券化、债权转股权等方式进行不良资产的

处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清理，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大的压力，实际上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采用五级分类的形式披露贷款信息

所带来的压力。 此外，进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商业



银行的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信息的公开披露

，又要求公开披露的信息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相关性。

采用贷款五级分类会计核算是势所必然的。这不仅是内部管

理的需要，也是解决商业银行内外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需要

。 2.贷款五级分类的会计核算内容 （1）按五级分类的要求对

贷款进行科目设置，并在资产负债表按五级分类的形式对贷

款进行列示。 （2）对于利息收入，按五级分类予以确认、

核算，在披露上，可将正常类贷款、关注类贷款的应收利算

收入列入表内核算，对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

款的应收利息收入则列入表外核算的内容。 （3）贷款损失

准备仍按五级分类由各商业银行计提并计入当期损益 （4）

增加会计报表附注内容，对五级分类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实现贷款五级分类管理与贷款五级分类会计核算，进一步体

现了金融企业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与会计核算过程的相统一的

特点，更准确、可靠、真实地反映了银行贷款业务的情况，

利于商业银行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益，并为金融调控

、金融监管提供确切的数据，扩大了商业银行披露信息的有

用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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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