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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租赁准则若干问题探讨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5月21日  许国君 

2006 年2 月25 日, 财务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 号存货>等38 项具体会

计准则的通知》( 财会[2006]3 号) , 这批具体准则将于2007 年1 月1 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

行, 鼓励其他企业执行.《通知》还指出, 对于执行中发现的问题, 应及时予以反馈,通过对《企业

会计准则第21 号一租赁》的学习, 笔者认为该准则中的部分内容仍值得商榷。 

一、关于融资租赁的定义 

《准则》第五条指出, 融资租赁, 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

赁。其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 也可能不转移。笔者认为, 定义中所说的“全部”二字的使用有明显

的不妥之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一收入》第四条之( 一) 将“企业己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

险和报酬转移给晌货方, 作为销售商品收入的必备条件之一。一般而言, 商品销售要比资产租赁在

“风险和报酬”的转移上程度更甚, 但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条件也仅使用了“主要”二字, 而非

“全部”, 何况是资产租赁呢? 因此, 笔者建议将, “全部”换成“大部分”或“主要”更为合

理。另外, 在融资租赁业务实践中, 承租方往往只对租赁资产余值做部分担保, 出租方则要承担租

未担保租赁资产余值减值的风险。因此, 使用“大部分”或“主要”字眼更符合实际。 

二、关于融资租赁的确认标准 

《准则》第六条之( 三) 指出, “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 但是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

的大部分”的, 也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笔者认为, 这里应明确阐明州租赁资产使用寿命”是指该

资产全新时的可使用寿命、还是以租赁日为起点的尚可使用寿命。结合旧《准则》的观点,笔者认为

这里应是指“以租赁日为起点的尚可使用寿命”。 

《准则》第六条之( 四) 指出, “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几乎相当于租

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 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

祖赁资产公允价值”的租赁, 可以认定为融资租赁。由于最低租赁付款额与最低租赁收款额并不一

定相等, 即使相等、也可能由于租赁双方使用了不同的折现率。导致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与最低租

赁收款额现值也不一定相等。这样, 必然会出现要么只有“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

现值, 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要么只有“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

款额现值, 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的情形。一旦出现这种情形, 是允许双方都

将该租赁确认为融资租赁、还是只允许符合条件的一方将该租赁确认为融资租赁? 《准则》并未明

确。笔者认为, 会计核算是为会计主体服务的。在判定经济业务类型时, 应以该经济业务对会计主

体所产生的经济实质作为判断依据。因此, 租赁双方在判定租赁业务类型时,无须考虑该经济业务会



对交易的另一方产生什么结果, 不应受对方判定结果的影响。所以, 《准则》第六条之( 四) 应体

现以下观点, 即“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

允价值的.承租人应将该租赁业务认定为融资租赁: 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 几

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出租人应将该租赁认定为融资租赁. 

三、关于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准则》第十八条指出, “在租赁期开始日, 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

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笔者认为, 初始直接费用是出租方在租赁开始日

因出租资产面发生的辅助费用, 是为获取租赁收益而发生的代价之一, 是由出租人自行承担的一项

开支。若将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 就意味着该笔支出可以从承租人或其他第三方

收取, 但这与事实不符。因此, 不应将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气。 

四、关于租赁资产公允价与其原账面价值差额的处理 

《准则》第十三条指出, ”租赁内含利率, 是指在租赁开始日, 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

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 可见, 租赁

准则与债务重组准则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一样, 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 将公允价值作为出

租人对外交易的计价基础。那么, 对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其原帐面价值间的差额如何处理呢? 准

则并未明确。参照其他新准则的做法, 笔者建议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其原账面价值间的差额确认

为当期损失、计入营业外收入。 

五、关于未实现融资租赁收益的确认 

《准则》第十八条指出, “在租赁期开始日, 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

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帐价值, 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 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

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由于本文第“三”部分所

述原因, 笔者先将第十八条修改如下文: “在租赁期开始日, 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

款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 将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之和

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显然, 这里讲的现值就是以租赁内含利率为折现率

所计算的现值。而租赁内含利率又是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为现

值、以存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为各期现金流量、按年金现值及复利现值的计算公式倒挤

出来的。因此, 第十八条的内容也可按下文进行陈述: 

“在租赁期开始日. 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 将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之和与租赁资产公允值与初始费用之和的差

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 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其原账面价值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修改

后的条文与原条文相比, 既体现了对《准则》前文相关内容的继承、避免了重复.也更容易理解和接

受, 有助于初学者.迅速掌握租赁日比租人的会计处理。 

六、对租赁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 

《准则》第十一条指出, “在租赁期开始日, 承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

低粗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新的准则体系是很认同公允价值的合



理性与可靠性的, 一些具体准则也较多地使用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资产的入殊价值。因此, 既然己

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就可以考虑按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入账价值。这样既体现了新准则

体系在资产入账价值确定的一致性, 又避免了计算现值的麻烦。 

 

    文章来源：科技信息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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