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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蒙

《企业会计准则一租赁》对售后租回业务的核算进行了

明确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防止企业通过售后租

回业务操纵会计利润的行为。但是，当售后租回业务形成经

营租赁时，如果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规定进

行处理，将不能完全避免企业对利润的操纵。

《企业会计准则一租赁》第 37 条规定：“如果售后租回

交易形成一项经营租赁，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予递延，并在租赁期内按照租金支付比例分摊；并根据本

准则第 16 条至 18 条、第 29 条至 33 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这就是说，出售资产形成的损益，出售当期并不能确

认，而应“在租赁期内按照租金支付比例分摊”。然而，第 16

条规定 “经营租赁的租金应当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

线法确认为费用；如果其它方法更合理，也可以采用其它方

法。”这又说明，经营租赁的租赁费，并不是按照实际租金支

付比例分摊入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而是按照直线法均匀

分摊入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或按照资产的工作小时等更

加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摊。通过对第 37 条规定与第 16 条规

定的比较不难发现，售后租回业务形成经营租赁时，出售资

产形成的损益递延计入租赁期内各期损益的方法与经营租

赁的租金分摊计入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费用的方法是不一

致的。这就可能会导致售后租回业务的卖主即承租人通过

调节各期租金的支付比例，来达到操纵各期利润的目的。比
如，如果售后租回业务的卖主即承租人故意大幅度抬高售

价，同时又以高额的租金租回，并在当期支付全部租金的大

部分，那么在出售资产当期，卖主即承租人即

可形成巨额收益；但是，这种巨额收益的形成

实际上是以未来各期高额费用和本期大量的

现金流出为代价的。
下面仍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租赁 >指

南》中的例题予以详细说明：

例：2000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将全新办

公用房一套，按照 31 000 000 元的价格售给

乙公司，并立即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将该办

公用房租入，租期三年。办公用房原账面价值

为 30 000 000 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25 年。租赁合同规定，

租赁开始日甲公司向乙公司一次性预付租金 1 200 000

元 ，第一年末支付租金 100 000 元 ，第二年末支付租金

100 000 元，第三年末支付租金 250 000元。

分析：1、该项租赁不符合融资租赁的任何一项标准，应

作为经营租赁处理。
2、按照第 16 条规定“经营租赁的租金应当在租赁期内

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确认为费用；如果其它方法更合理，也

可以采用其它方法。”确认各期租金费用时，不能依据各期

实际支付租金的金额确定，而应采用直线法平均分摊确认

各期的租金费用。该项租赁租金总额为 1 650 000元，按直

线法计算，每年应分摊的租金费用为 550 000 元。
3、按照第 37 条规定“如果售后租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

租赁，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予递延，并在租赁

期内按照租金支付比例分摊；并根据本准则第 16 条至 18

条、第 29 条至 33 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步，计算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

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售价-资产账面价值

=31 000 000-30 000 000

=1 000 000 元

第二步，在租赁期内按租金支付比例分摊未实现售后

租回损益（参见表一）

表一  实现售后租回损益分摊表

2000 年 1 月 1 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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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售后租回业务形成经营租

赁，最终累计计入损益的金额就是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与

租金费用的差额。但是，售后租回业务的卖主即承租人通过

调节各期租金的支付比例，就可以控制计入各期损益的净

额，从而达到操纵各期利润的目的（参见表二）。

表二  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与租金费用分摊比较表

2000 年 1 月 1 日  单位：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卖主即承租人租赁期内各期

的“管理费用-租赁费”忽高忽低，波动很大。并且，

卖主可以通过变动各期租金支付比例来控制这种波

动，从而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造成这类利润操纵的

原因主要在于：售后租回业务形成经营租赁时，出售

资产形成的损益递延计入租赁期内各期损益的方法

与经营租赁的租金分摊计入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费

用的方法不一致。因此，要避免此类利润操纵就必须

克服上述分摊方法的不一致。笔者建议，将《企业会计准

则一租赁》第 37 条规定“如果售后租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

租赁，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予递延，并在租赁

期内按照租金支付比例分摊；并根据本准则第 16 条至 18

条、第 29条至 33 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修订为“如果售

后租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租赁，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应予递延，并在租赁期内按照与租金费用分摊方法

相同的方法进行分摊；并根据本准则第 16 条至 18 条、第

29 条至 33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这样就可以避免出售

资产形成的损益在租赁期内按照租金支付比例分摊计入租

赁期内各期损益的方法与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

按直线法分摊计入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费用的方法不一致

所导致的利润操纵；同时也使本条规定与第 16条规定衔接

起来，避免售后租回业务的卖主即承租人利用第 16 条规

定，将经营租赁的租金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其它“更合

理”的方法确认为费用，而出售资产形成的损益在租

赁期内按照直线法分摊计入租赁期内各期损益，再

度造成分摊方法的不一致，来进行各期利润的操纵。
假设准则按照所述方法修订，仍以上例说明如下（参

见表三）：

表三  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与租金费用分摊

比较表

2000 年 1月 1 日  单位：元

从表三可以看出，准则按照上述方法修订后，不仅可以

避免在售后租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租赁时，卖主即承租人

通过销售当期确认出售资产损益引起的利润操纵，还可以

有效防止卖主通过调节各期租金的支付比例引起的利润操

纵行为。

（作者单位：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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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动态
建议   发 出 存货 应予 计提损 失 准备

黄 辉

近年来，以 委托代销或分期收款等方式销售商品（产品 ）

的厂 家和商家十分普遍，但这些企业也遇到这样一个现 实问

题，即发出存货一般很难完全回 收 贷款，有的企业由于管理 不

善，潜在损失就更大。为 此，笔者建议，除了加 强企业内部管理

外，不妨对发出存货计提损失准备金。其理由是：
1、会计制度中规 定 了 对应收账款必 须计提坏账准备，然

而对许多企业来讲，委托代销商品 或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的挂

账金额远远大于其应收账款金额 ，潜在损失更值得关注。
2、商品（产品 ）以 代销或分期收款等方式销售本不是企业

所愿，而是迫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发出存货越多，潜在损失相

对越大。
3、由于代销或分期收款等方式销售本身具有依 赖、请求

销售商的性质，所以 ，企业平常对其在外存货额进行账实核

对、确认是很 困难的。当企业撤销销售网点清算货款时，损失

又 往往 不 可避免。这就决定了企业必须预先提取损失准备金，

以 防 范风险。
4、准备金分期提取形成的费用由不同的经营期分别承

担，比之一次性由业务结束期承担更显合理，而且更具可操作

性。 （作者单位：美得理电子<深圳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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