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业务核算方法的银行在说明会计政策变更原因时均称是为了

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核算基础。而华夏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招

商银行则明确指出采用方法一是基于收付实现制。由此似乎可

以得出如此的结论：方法一与后两种方法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对

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这两种核算基础的不同选择造成的。

然而， 方法一的核算基础真的是收付实现制吗？笔者认

为并非如此。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确认时 ，一般按照下列原

则进行：①收付实现制只能用于收入和费用的确认；②收益

是现金收支的净额 ；③在纯粹的收付实现制下，会计只确认

与现金收支有关的事项。

就方法一而言 ，贴现业务发生时银行发生的现金流动仅

仅是按贴现票据的到期价值扣除贴现息后支付给贴现方的款

额 ，只有现金支出没有现金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是在票据

到期后从承兑人那里收到的款项。从现金流的角度来看，在

贴现业务发生时银行并没有贴现利息的现金流入。因此，方

法一的核算基础既不是权责发生制 ，也不是收付实现制。事

实上 ，方法一违背的不仅仅是权责发生制原则 ，同时还违背

了初始成本按照实际成本计量原则以及谨慎性原则。

（二）权责发生制原则的应用

无论是《企业会计准则》还是《企业会计制度》都要求

企业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核算 ，这一原则为我们正确核

算当期应确认的贴现利息收入提供了指引。

《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八十九条 “利息收入、金融企

业往来收入等，应按让渡资金使用权的时间和适用利率计算

确定”的规定应该同样适用于贴现利息收入的核算。方法二

与方法三在贴现利息收入的核算上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三）初始成本按实际成本计量原则的应用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

都明确指出企业取得一项资产时应按照其实际成本进行初始

计量。按此规定，在贴现业务发生时 ， 商业银行应以其实际

支付的票据贴现款金额对贴现进行初始计量 ，而非目前各种

会计规范中所要求的按票据面值计量。事实上，《国际会计

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中也对此有类似规

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 ， 主体应以其公允价

值进行初始计量”，“初始确认时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通常是

交易价格”。就此而言 ， 无论是方法二还是方法三都不满足

上述原则的要求。

（四）贴现业务的确认与计量的合理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商业银行采用的三种贴现业

务核算方法都在不同的方面与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存在背

离， 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选择的范围。笔者认为，《国

际会计准则第 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所提供的方

法符合我国会计标准中规定的各项会计核算原则 的要求 ，因

此对贴现业务核算方法可以作出更为合理的选择：

1
、贴现业务发生时的核算。贴现业务发生时应按照实

际支付贴现款额对贴现项目进行初次计量。

2、资产负债表日 或计息日 的核算。在资产负债表日 或

计息日 应以贴现的摊余成本对其进行后续计量。贴现的摊余

成本是以贴现的初始确认金融加上按照实际利率法对初始金

额和到期金额之间差额的累计摊销额。后续计量金额与上一

次计量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本期贴现利息收入。同时在

财务报表中应以贴现的账面价值进行列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责任编辑  张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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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防范负债经营中的风险 吴子明

1 、树立风险意识。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时，内外部环境的 变化，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期效果相偏 离的情况

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企业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做到科学估测风险，预防发生风险，并且有效应付风险。

2、 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企业必须立足市场，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预防机制和财务信息网络，及时对财

务风险进行预 测和防范，制定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风险规避方案，通过合理的筹资结构来分散风险。同时，采取 多

元化经营策略，选择风险转移 策略，以及时分散风险。

3、 加 强营运资金的管理，确定适度的负债数额，保持合理的负债结构。企业应充分分析自己的营运能力、盈

利能力，选择经济效益好的项 目。同时还应存有可以支付一般意外和危机的一定数量的资金，以备 紧急情况下可以

随时支付。还要注意在借入 资金中，长、短期资金应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还应防止还款期的过分集中。

4、应对由于利率 变动带来的筹资风险。在利率处于高水平时期，应尽量少筹资或只 筹急需的短期资金。在利

率处于由高向低过渡时期，也应尽量少筹资，不得不筹的资金应采用浮动利率的计息方式。在利率处于低水平时，

筹资较为有利。在利率处于由低向高过渡时期，应积极筹集长期资金，并尽量采用固定利率的计息方式。

（作者单位：江苏如 皋市粮食局）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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