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生的背景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证券市场，公司制企业

的普遍存在等等，但其根本仍然是工业经济。而在现实中，

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知识经济已经

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它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工业

经济，由于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作为原本发展于工业经济

环境下的会计目标——决策有用观，很难说能够适应这些

环境的变化 （作者单位 ：徐州 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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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

损失补偿及账务处理

丁海燕

本文试对担保机构的损失补偿机制、损失的确认及相

关账务的处理进行论述，以利于金融机构能从财务报表及

相关附注资料中获得更为充分的信息，对信用担保机构的

担保能力和资信状况进行正确评价。

一、信用担保机构的损失补偿的类型

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及国家有关规定，信用担保机

构的损失补偿可分为三种类型：

1、扶持性补偿。由财政部门根据担保机构当年的担保

余额给予2% ～5% 的财政性补偿。

2、经营性补偿。由担保机构从当年保费收入和经营利

润中提取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代偿损失。按照有关规定，担

保机构应按照当年担保费的50%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按不超过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以及所得税后

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担

保责任余额的10% 后，实行差额提取。

3、托管性补偿。建立担保保证基金，由受保企业按担保

总额缴纳一定比例（一般为5% ～10%）的保证基金，一旦发生

代偿，先由该企业的保证基金冲抵，不足部分再向受保人或

反担保人追偿。
二、代偿损失的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对

外提供担保可能产生的负债，如果符合有关确认条件，应当

确认为预计负债。但是，鉴于信用但保机构对外担保的特殊

性，担保机构往往会设置各种反担保措施来防范风险。担保

机构发生的代偿损失，大多可以通过向反担保人追偿或处

置已设定为反担保的财产（包括有形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

专利权、专营权等无形资产）等手段，以降低实际的损失。
因此，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及财政部《关于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机构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笔者认

为，担保机构已发生的代偿在下列情况下应确认为损失：（1）

受保人或反担保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撤销，其剩余财产确实

不足清偿的代偿；（2）受保人或反担保人死亡或依法被宣告

死亡、失踪，其财产或遗产确实不足清偿的代偿；（3）受保人

或反担保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以其

财产（包括保险赔款等）确实无法清偿的代偿；（4）受保人或

反担保人未履行偿还代偿款的义务，经法院裁决，确实无法

清偿的代偿；（5）所有设定为反担保的财产均处置完毕，且

受保人和反担保人出现前述四种情况的代偿；（6）其他经法

院裁决，已确实无法清偿的代偿。
三、建立风险补偿金的账务处理

1、对于财政扶持性补偿，可作为资本公积入账。在收到

财政补偿金时，记入“资本公积——拨入补偿金”。
2、对于经营性补偿，可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负债项目

下设“风险准备金”科目，同时下设“到期责任准备金”、“担

保责任准备金”和“其他准备金”三个明细科目，分别用于核

算按保费比例提取、按担保余额提取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

的三项准备。提取时，分别借记“管理费用——风险准备金”

或“利润分配”，贷记“风险准备金”。
3、对于托管性补偿，在收到受保单位交来的担保保证

金后，在“其他应付款——担保保证金”中单独核算。
四、代偿的发生、追偿、已确认的代偿损失的补偿

顺序及相关账务处理

发生代偿时，应按先托管性补偿，不足部分待确认为损

失后再按经营性补偿以及扶持性补偿的顺序进行。
1、发生代偿时，按实际支付的代偿金额，借记“其他应

收款——××单位代偿款”；同时，将受保人担保保证基金用

于冲减代偿款，不足部分向受保人或反担保人追偿。

2、追偿所得扣除追偿成本后的净所得，冲减“其他应收

款——××单位代偿款”。追偿程序结束后，余额报批，确认损

失。
3、经批准确认为损失后，冲减“风险准备金”。在损失确

认当年，已提取的风险准备金不足以弥补的，计入营业外支

出，以当年利润及担保机构的净资产补偿，即扶持性补偿的

实现。

五、会计报表附注的重要性

信用担保机构的担保业务的余额（即现时的担保责任）

是担保机构的重要财务信息，但在财务会计报表表内无法

直接反映。因此，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

述事项以及代偿的发生、追偿、损失的确认和补偿过程及金

额在年度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充分的披露。
（作者单位：金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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