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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时，其所对应的应收账款已终止确认，其所对应金融

资产减值准备即坏账损失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另一方面，

由于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金融资产的抵减项

来处理，也无法合理反映卖方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因此，笔者

建议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对于

卖方的担保义务，根据以往交易的情况，合理预计承担担保责

任的可能性，以及由于担保责任产生的损失金额等。在符合预

计负债确认条件的情况下，确认一笔预计负债，如不符合或有负

债的确认条件，将其作为或有负债，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对于预计负债和或有负债的种类、形成

原因以及金额的变动等在附注中作详细披露，以合理反映卖方

的销售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风险。

三、由信贷担保模式引发的思考

（一）收入与坏账损失如何区别

对于信贷担保模式的会计处理问题，更深层次的是对于

收入和坏账损失如何区别的问题。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计提

坏账损失是以收入的确认为前提，但两者的产生并非有绝对

的先后关系。在考虑收入确认问题时，尤其是对收入确认第

（4）项条件的考虑，往往会考虑到销售的坏账损失问题，即发

生坏账的概率有多大，坏账损失的金额预计会占收入的多大

比例，并进而影响对收入确认的判断。如信贷担保模式中，当

回购价格高于设备公允价值的情况下，究竟是将这种损失作

为坏账损失，还是考虑到这种预计发生坏账的风险，直接否

定对收入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理事会

在修订收入准则时，已将此问题作为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探

讨。如果就收入和坏账损失的区别能够有更加明确的规范，

对于应对不断发展变化的销售模式，对于企业进行更加恰当

的会计处理，都会大有裨益。

（二）充分的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保障

目前生产大型机械的上市公司采用信贷担保模式的越来

越普遍，除对这种模式进行恰当的会计处理外，还需要对销

售模式、会计处理、以前发生违约情况等进行详细的披露，充

分揭示风险，才能使投资者对此类模式有更加清楚、全面的了

解。不仅如此，随着特殊行业、特殊盈利模式的上市公司越来

越多，单纯依靠财务报表中有限的会计科目全面反映企业的

经营情况和财务成果，已显得力不从心，需要根据不同行业、

不同模式制订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制度，引导鼓励上市公司根

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自愿的信息披露，增强信息披露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作者单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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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感动——	记身边的会计人”征文评选结果揭晓

为共同收藏散落在你我记忆深处的那些感动过我们的会计人和事，传承优秀会计文化、弘扬时代精神，《财务与会计》、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开展了“讲述感动——	记身边的会计人”有奖征文活动，活动得到读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过评委
会的认真评定,评选结果揭晓,获奖的作者和篇名是:

一等奖：

1.	曹				丹：《青春的迁徙》
2.	袁琴凤：《会计苍鹰》

二等奖：

1.	武亮亮：《铁骨铮铮的“铁拐李”》
2.	王纪平：《我所认识的张连起》
3.	林				雯：《追忆逝去的她》
4.	刘志耕：《父亲教我做会计》
5.	王永德：《讲述感动——	记一名普通会计教师王永珍老师》

三等奖：

1.	李		梅：《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2.	杨良成：《我的会计老师——	许家林》；3.	杨		明：《我身边的会计人——	母亲》；			
4.	梁淑玲：《居高声自远》；5.	曲妍雯：《时代造就的会计人——	我的爸爸》；6.	李向阳：《曾经的温暖》；7.	廖长春等：《一
位村会计的23年》；8.	梁小健：《感动我的会计人——	黄君》；9.	李鸿漫：《奚会计》；10.王		涛：《感动我的株冶会计人》。

另评出毕江红、袁文琪等50名鼓励奖，每位赠送《走进会计的日子》及《以诚信的名义》各一本。获一、二、三等奖作者
的奖金、证书，获鼓励奖作者的赠书，两刊编辑部将于近期寄出。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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