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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刚  史燕平 胡永强■

长期以来，经营租赁业务的一大优

势为“表外融资、优化报表”。2016 年 1

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B) 发布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 租赁》

（IFRS 16），并 将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 生

效，届时将替换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

第 17 号—— 租赁》(IAS 17)。IFRS 16 相

对于 IAS 17 变化较大，其指导原则在于

要求承租人将租赁入表。目前，承租人

办理经营租赁业务可实现“表外融资”。

笔者认为，IFRS 16 的出台将颠覆这一

模式，现详述如下。

一、“新准则”下租赁业务承压

无论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承

租人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IFRS 16 规定，租赁负债的计量是付款

义务即租金和租赁期结束时预计支付

款项之和的现值，这与 IAS 17 下融资

租赁负债的计量基本一致。然而，使用

权资产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既非有形资

产也非无形资产，对于其应当如何计量

呢？按照 IFRS 16，使用权资产的确认

金额应为租赁负债加上初始直接费用

等。在确认资产和负债的基础上，对使

摘  要：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承租人所发生的经营租赁行为不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资产和负债，可实现“表
外融资、优化报表”的效果。但伴随着 2016 年 1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 租赁》的出台，经营租赁将对承租人的偿

债指标、运营指标等财务指标，进而对出租人的租赁业务、存量租赁资产产生较大的冲击。本文将在对以上内容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探索出租人即租赁公司在新准则出台背景下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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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

租赁》对租赁行业的影响

用权资产计提折旧、负债则按照摊余成

本法计算利息支出，这与现行 IAS 17 下

融资租赁的计量也是一致的。另一方

面，对于出租人而言，IFRS 16 要求仍将

企业所发生的租赁业务分类为融资租

赁和经营租赁，相应的会计处理也基本

不变，由此可以看出，IFRS 16 实施后，

主要影响的是承租人的经营租赁业务，

其会计处理将发生较大变化（基本可看

作视同融资租赁业务）。

长期以来，经营租赁业务的一大优

势表现为“表外融资、优化报表”，IFRS 

16 使经营租赁相对于银行信贷、融资租

赁在会计上的优势“荡然无存”，承租人

将面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首先，

承租人的偿债指标将受到不利影响，资

产、负债双升导致资产负债率提高，确

认负债导致应付利息增加，进而导致利

息保障倍数下降 ；其次，运营指标受到

不利影响，确认使用权资产使总资产增

大，进而导致资产周转率下降。

与此同时，融资租赁业务也将受到

冲击。实践中，虽然作为出租人的租赁

公司将租赁业务确认为融资租赁，但因

为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外部审计工作往

往并非由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对同

一笔业务，出租人确认为融资租赁、承

租人确认为经营租赁的情况客观存在，

考虑这一因素，租赁公司的融资租赁业

务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此外，企业的存量租赁业务也须按

照 IFRS 16 作出相应调整。IFRS 16 对存

量业务给予了豁免，即可以采用简便实

务操作方法，继续沿用之前对现有合同

是否为租赁所做的评估，但这项豁免仅

限于在认定业务是否属于租赁时可采

用旧准则的判断标准，对于已确认为租

赁的业务，其会计处理则完全适用新准

则。现行 IAS 17 对租赁的认定与 IFRS 

16 相差不大，甚至更加宽泛，因此该项

豁免对租赁公司意义不大。

二、参透准则，“别有洞天”

（一）租赁业务的判断标准

对于承租人而言，一旦某项业务被

认定为租赁业务，便须确认相应的资产

和负债。然而，如果业务认定为一项服

务而非租赁业务，则不受 IFRS 16 约束，

对其所进行的会计处理无需在资产负

债表中体现，仅需在损益表中确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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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支出。那么，租赁和服务的边界体

现在何处？ IFRS 16 对租赁的认定是承

租人从可识别资产获得经济利益并主

导资产的使用，重点在于“主导资产使

用”或“控制资产”，大致包括三个要素 ：

一是出租人无实质可替换权，二是承租

人有对使用方式和目的的决策权，三是

承租人有操作决策权。根据 IFRS 16 提

供的案例，如出租人有大量标的物可随

意替换出租给客户的租赁物，且替换成

本较低，则出租人有实质可替换权，不

构成租赁 ；如客户对船舶的目的地不

具决策权，则客户丧失对使用方式和目

的的决策权，不构成租赁 ；或者虽然客

户可决定船舶目的地，但无权操作船

舶，则客户丧失操作决策权，也不构成

租赁。由此可见，在设计业务结构和合

同条款时应充分考虑上述三因素，这对

于业务被认定为服务而非租赁进而获

得会计上的优势至关重要。

（二）租赁负债的计量存在一定的

操作空间

租赁负债的计量非常重要，不仅

决定入表负债的金额，还决定了使用权

资产的大小，进而影响财务报表中的一

系列指标。租赁负债的计量主要与付款

额、租赁期、折现率有关。其中，付款

额可能涉及可变租金、余值担保、是否

行使购买选择权等因素 ；租赁期则可

能涉及是否续租的问题。根据 IFRS 16，

对于可变租金（例如根据飞机行驶小时

数或根据标的物赚取收入的一定比例

确定租金），如果在确认租赁负债时无

法准确估计，则不计入租赁负债。对于

余值担保，如当期可以预见租赁期末公

允价值，则该项余值担保计入租赁负债

的价值为零。对于是否行使购买选择

权，如有理由说明承租人在租赁期末没

有行使购买选择权的动机，则行权价也

无需纳入租赁负债计量范围。对于是否

续租，如果有理由说明租赁期末承租人

没有动机续租，则纳入租赁负债计算的

付款额仅限于租赁期内 ；反之租赁期

则应延长至承租人没有动机续租为止，

租赁负债也相应增加。

（三）为经营租赁承租人带来延迟

纳税的好处

在 IFRS 16 下，考虑到经营租赁承

租人损益表上的两项支出—— 折旧（计

提折旧一般按照直线法，每期计提折旧

金额基本一致）和利息支出（根据本金

余额和内含利率确定，在等额租金的情

况下，初始期租金中的本金偿还少，利

息支出多，随后各期本金偿还逐渐增

多，利息支出逐渐减少）的情况，承租

人损益表上的支出呈现出“先高后低”

的特点。而在 IAS 17 下，经营租赁承租

人损益表上的支出为租金支出，同样是

等额租金的情况，每期支出金额一致。

由于 IFRS 16 下确认的使用权资产大致

等于租赁负债，因此折旧之和大致等于

租赁负债，即各期折旧和利息支出总和

大致等于各期租金之和。由此可见，在

新旧准则下计入损益的各期金额之和

大致相当，但新准则下损益支出“先高

后低”，旧准则下损益支出“各期相等”，

客观上使企业享受到了延迟缴纳所得

税的好处。

（四）相较银行信贷，租赁业务优

势明显

虽然 IFRS 16 将对租赁业务造成冲

击，但承租人在考虑借贷购买资产还是

租赁资产时，租赁在税务筹划、增值服

务、融资比例、负债金额、残值风险等

诸多方面优势显著，具体体现为 ：一是

增值税方面，直租业务出租人可向承租

人开具专用发票供承租人进项抵扣，出

租人也可于收入中扣除借款利息实现

抵税效应 ；二是租赁本身可提供增值

服务，有利于增加客户粘度 ；三是租赁

可实现 100% 融资，而银行信贷往往难

以做到 ；四是经营租赁意味着承租人

购入租赁期内的使用权，其购买比例相

当于租赁期与设备使用寿命的比率，相

对于借贷购买 100% 资产，承租人租赁

负债的金额远小于银行借款负债金额 ；

五是经营租赁中承租人不承担残值风

险，同时租赁也赋予承租人日后决策更

大的灵活性。

三、专业化道路“降风险”

（ 一 ）尝 试 由 租 赁 向 服 务 转 型 和   

转化

在很多情况下，租赁公司向客户销

售的业务本身就是租赁和服务的综合

体，对于业务中的服务部分承租人可继

续在表外核算。因此，租赁公司一方面

可根据自身的特色和资源适度由租赁

向服务转型，更大程度上由融资工具向

产业服务转移和渗透。这将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需要租赁公司从战略、机构、

人员等多方面转变。另一方面也可通过

交易结构的设计以及合同条款的调整

实现由租赁向服务转化。例如，租赁公

司 A 与航空公司 B 签订服务合同，A 不

仅向 B 提供飞机，还负责飞行操作和维

护，则 A 向 B 销售的业务整体可能因为

B 不具备操作决策权而被认定为服务而

非租赁。为此，租赁公司 A 可将其所提

供的飞行操作等服务采用外包的形式，

如由航空公司 B 成立一个子公司 C，专

门负责飞行操作、飞机维护等服务，由

C 向 A 采购即可 ；或者租赁公司 A 可在

与航空公司 B 签订的合同中加入一个可

替换权条款，即 A 公司有替换相同型号

飞机的权利，该业务也可能因租赁公司

享有可替换权而被整体认定为服务而

非租赁。最简单的转化则是在合同中明

确租赁和服务的价格（在合理范围内调

高服务价格），使承租人支付的对价中

尽可能少的部分入表，当然这种转化的

效果非常有限。无论是转型还是转化，

租赁公司需注意的是提供相关服务须

在自身经营范围之内，或者可考虑变更

经营范围。

（二）重新审视租赁业务要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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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式和客户定位

在业务要素上，为降低入表影响，

应以降低承租人租赁负债为目标，优化

租金确定方式、淡化余值担保作用、优

化租赁期末购买选择权条款、合理确定

租赁期及续租条款等。例如，可在固定

租金的基础上适当应用可变租金、分成

租赁等方式 ；不采用余值担保，或科学

公允地确定余值担保金额，对期末购买

对价的确定也应尽量采用公允价值，防

止余值担保金额过高、购买对价过低 ；

尽量缩短租赁期或采购寿命较长的租

赁物，公允确定续租条件，防止续租条

款过于优惠 ；在业务模式上，上述业务

要素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应重点

发展经营租赁而非融资租赁。如取消余

值担保 , 或以公允价值为余值担保 / 租

赁期末购买对价定价，或是承租人在租

赁期末无续租的明显动机都符合经营

租赁的特征 ；在客户定位上，因为租赁

利息支出有“先高后低”的特点，承租

人在租赁前期发生的支出较多，如果是

初创期企业，税前利润为负或者较低可

能难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好处，这要求租

赁公司在客户定位方面做出一定调整。

（ 三 ）防 范 2019 年 存 量 业 务 调 整    

风险

距 2019 年 IFRS 16 实 施 已 不 足 三

年，而租赁期长于三年的业务比比皆

是。对于预计在 2019 年会计准则变更

时尚未到期的业务，应及早准备、防范

风险。首当其冲的是集中退租风险增

加。虽然在租赁业务原理上一般不允

许退租，但从业务实践的角度看来，恰

恰在经营租赁中合同约定可退租的情

况客观存在，如果届时承租人因“入表”

调整集中退租，则会造成大量租赁物

闲置。防范此风险的措施主要是在新

投放的租赁业务合同中约定禁止退租。

其次是残值风险增大。与退租风险相

似，承租人退租或到期后不再续租会造

成市场上闲置租赁物增多，增大了经营

租赁的残值风险。选择二手市场成熟、

通用性强、市场容量大的租赁物可能是

降低这一风险的手段。此外，承租人信

用风险增大。承租人的“入表”调整将

使其财务报表偿债能力指标走弱甚至

恶化，对于航空业等应用租赁较多的行

业，市场会对此形成预期，影响相对不

大，但是对于其他行业企业特别是售后

回租应用较多的客户，评级机构或银行

等金融机构可能会因为企业偿债指标

走弱调低评级、收缩授信，承租人融资

能力下降造成信用风险上升。防范该

风险的措施包括在租赁投放前重视承

租人资信状况、选择标准化程度高的租

赁物等。

（作者单位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责任编辑 张璐怡

世界之窗

封面图片●封面读说 

归去来兮

漂泊四海的游子，与两点一线的上班族有相似之处 ：脚下路的最初起点，和最

后终点，都是家园 ；只是前者的路过于漫长，随之而来的是，深夜里，隔壁嬉闹不停

的声音里，游子对故乡故人的陡起思念。

岁末，万象更新的前夕，多少人在为归途打算？一年的得失都不必急于盘点，梦

中却早已渴望亲人的笑脸。

于是收拾身心，放下账簿，放下报表，放下预算。

归去啊，无论隔着多少水，隔着几重山。

车辆早都准备好了，司机也在全神贯注，崎岖的地方，都为你铺好路，盈盈水上，

都为你架好桥。

每一根钢缆，每一根梁，每一块板，都是为你归乡的路准备的，细心遴选过，精

心搭建好，检查了又检查，为的只是你一路平安。

能洗涤疲惫的，不是娱乐，而是慈颜 ；能安抚内心的，不是富贵，而是家园。

归去吧，最幸福的夜，是酣睡在父母身边，基于这爱抚，新岁里，你将精神满满，

志气满满。

封面图片：胶州湾跨海大桥
（供稿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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