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贷款核算系统改造完毕后，将涉及到系统数据的切换问

题。届时将以系统切换上线的时点为基准，将所有未归还贷

款相关的手续费与每笔贷款分别挂钩，分别输入到贷款核算

系统中，由系统按照预设的逻辑计算出截至切换时点累计未

摊销完的手续费，并将前期应已确认为利息收入的金额分别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当期损益，从切换时点后按照实际利

率法核算。

（四）与贷款核算相关的特殊情况的考虑

1.对于浮息贷款，外币 贷款一般以 LIBO R（London

In terbank  O ffered  R ate，伦 敦 同 业 拆 借 率 ）或 H IBO R

（H ongkong  Interbank  O ffered  R ate，香港同业拆借率）附加

几个百分点的形式确定贷款合同利率，且每季度或每月根据

最新的市场利率进行调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放款时无法

预知贷款存续期内的现金流。笔者认为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以

最初的利率来考虑贷款存续期的现金流，若将来实际贷款利

率发生变动，则通过系统重新考虑未来现金流，并重新计算

实际利率。另外，随着我国贷款利率的逐步放开，人民币浮

息贷款也逐渐增多，因此需要系统能支持及时处理并频繁重

新计算实际利率的要求。对于央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而导

致贷款重定价的，也需要贷款核算系统重新计算实际利率，

并按新的计算结果分摊利率收入。

实务中通常采用的是月实际利率，仅针对按月确认利息

收入的情况。若商业银行原来的贷款核算系统按日确认利息

收入，则需要系统计算日实际利率，但原则上对会计分录不

会有影响。

2.当对贷款首次计提单项减值准备时，由于未来现金

流已经发生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将已计提的应收利息全额冲

回，之后也不再按贷款合同计提应收利息（除非估计可以收

回），同时对手续费的摊销也中止。因为理论上，已减值贷款

确认的利息收入是根据摊余成本与实际利率相乘得出的，因

而无法再确认摊销的利息收入。

放款时，系统可以自动计算出连续各月需要摊销的利息

收入。由于放款时点不会都恰巧在每月的一日，因此在月结

时需要根据当月的实际放款天数对首月的利息摊销进行分

摊，且之后的每个月都要进行这样的处理，即所摊销的金额

为系统已计算出的连续两个月的利息调整的各一部分。

3.目前，商业银行发放的特殊循环贷款，给客户提供了

一个在贷款额度中可以任意地提款和还款的便利，利率也采

用了公开市场的浮动利率。但这给计算现金流造成了很大的

困难，若有贷款额度安排费之类的手续费收入，则只能在贷

款合同期内按照直线法进行摊销确认为利息收入，这也是对

实际利率法的一种无奈的简化处理。按监管机构原先的规

定，贷款逾期三个月内仍按合同利率确认利息收入，逾期超

过三个月后，累积的应收利息则将全部反冲，以后也不再确

认利息收入，仅在表外核算。而在新会计准则下则已明确不

再确认逾期利息。

（作者单位 ：东亚银行<中国> 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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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核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建议

谢德安

目前，一些企业在对财务费用的核算过程中不按规定办理，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在此谈两点看法：

1.有关利息收支的会计处理。目前大多数企业将相互间拆借资金的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笔者认 为，这种处理方法是

不合适的。按有关规定，非金融机构将资金提供给对方并收取资金占用费（包括主管部门向所属企业拨付资金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均视为贷款行为，应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因此，应将此项资金占用费收入列为“其他业务收入”，并缴

纳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此外，目前企业间的赊销业务日益频繁，时常出现买方延付货款的现象，为此，买方

需支付违约金或延期付款利息。此项经济业务与企业间的资金拆借有所不同，其利息收入不能作为“其他业务收入”，更不

能冲减“财务费用”，应视为主营业务的价外收入列入“主营业务收入”。

2.有关银行手续费支出的会计处理。企业支出的银行手续费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为企业筹集资金而发生的手续费

支出；二是在银行结算过程中支付的手续费，如办理信（电）汇所支付的手续费、邮电费，购买空白支票、汇票等所支付的

工本费、手续费。前者按规定应列入“财务费用”核算，后者由于不属于企业筹资行为所发生的费用，不应在“财务费用”科

目核算，一般可在“管理费用”下另设二级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作者单位 ：云南省烟草公 司曲靖市公 司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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