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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索

工程机械企业应收账款的

预期信用损失估值模型探讨
彭亮■

摘  要： 本文探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工程机械应收账款预期信用
损失估值模型。通过计算历史损失率，根据信用评级和预期违约概率对历史损失率进行调整，得到预期信用损失率；

再根据应收账款余额与预期信用损失率的乘积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该预期信用损失金额即当期应计提的应收账

款损失准备金额。本文提供的估值模型把客观的历史数据与现在可获得的相关信息以及可预期的未来状况相结合，

比较合理地解决了预期信用损失估值主观性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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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扩大市

场份额，工程机械企业为客户提供多

种信用销售模式，导致其应收账款具

有余额大、回收周期长、信用损失风险

高等特点。因此，应收账款损失准备计

提金额是否恰当反映应收账款信用风

险，对工程机械企业的财务数据质量

有重大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规定，工程机械企业因销售

工程机械产品形成的应收账款属于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应当根据准则

规定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

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但《新金融工

具准则》并没有规定统一的计量预期信

用损失的估值模型，只提出了原则性的

指导意见，即：“企业计量金融工具预

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应当反映下列各项要

素：（一）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

确定的无偏概率加权平均金额；（二）货

币时间价值；（三）在资产负债表日无

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即可获

得的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

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因此，工程机械企业要在不违背准则规

定的前提下，自行设计应收账款预期信

用损失的估值模型。本文就此展开探

讨，结合工程机械行业实践，提出一种

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预期信

用损失估值模型。

一、预期信用损失估值模型应考

虑的因素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

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

平均值。《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企业

对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方法

应当反映能够以合理成本即可获取的、

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

括历史数据，还应当包括有关于企业当

前状况的信息，以及可预期的前瞻性信

息，这些信息应当反映发生信用损失的

各种可能性。具体就工程机械企业而

言，对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需要考虑

如下信息：

（一）客户的历史信用状况

客户的历史信用状况包括以往历史

阶段实际发生的，企业对该客户的应收

账款期末余额、到期货款回收率、客户

逾期率、信用损失率等信息。通过历史

统计数据分析，可以测定一个历史时期

的应收账款余额，其账龄超过多少年会

大概率发生信用损失。行业历史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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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工程机械应收账款逾期超过3年，回

收的可能性非常小，其发生信用损失的

概率接近100%。

同时，应收账款余额具有迁移特性，

即没有收回的应收账款余额会向后一个

账龄区间段迁移，根据历史数据，可以

统计出一个历史阶段各账龄区间段的应

收账款迁移率。应收账款迁移率与发生

信用损失的最大概率相结合，可以测算

出一个历史阶段不同账龄区间段的应收

账款历史损失率。

工程机械行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

业，在行业周期的相同阶段，客户的信

用状况表现具有相似性，因此，相同行

业周期阶段的历史损失率在计量预期信

用损失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

历史数据可以作为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

重要基础，但是企业需要对历史数据进

行调整，以反映当前状况和未来预测的

影响，并且应当剔除掉与未来现金流量

不相关的历史因素的影响。

（二）客户的当前信用状况

客户的当前信用状况可以从五个方

面考察，即：客户品质（客户的还款信

誉度）；客户能力（客户目前具备的还款

能力）；客户资本（客户目前的财务状况

与财务实力）；客户抵押（客户可以提供

的抵押资产状况）；客户环境（可能会影

响客户还款能力的当前经济环境）。目

前各工程机械企业普遍设置有信用管理

部门，负责对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管理，

客户的当前信用状况可以通过信用管理

部门对客户的信用评级数据确定。 

工程机械客户的信用评级高低与应

收账款信用损失风险存在比较明确的关

联性，信用评级高的客户，未来发生信

用损失的概率相对较小；而信用评级低

的客户，即使目前正常还款，未来发生

信用损失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因此，在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应当考虑客户信

用评级，根据客户信用级别设定信用评

级调整系数，对历史损失率进行调整，

如把最高信用级别的调整系数设定为1，

即不需要对历史损失率进行调整，其他

信用级别的调整系数根据与最高信用级

别的信用管理指标的相对比例进行调整

设定。

（三）可能影响客户信用状况的未来

因素

可能影响客户信用状况的未来因素

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行业环境变化，

以及客户自身财务状况可能发生的变化

等前瞻性因素。工程机械行业深受宏观

经济影响，其行业发展与GDP增速、财

政政策、货币政策、利率水平、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等宏观经济因素紧密相关。例

如：下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影响工

程开工数量，而工程开工数量又影响客

户的承接工程收入，承接工程收入直接

影响工程机械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因

此，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应当考虑未来

可预期的宏观经济状况。

行业周期的阶段不同，客户表现出

的信用风险特征不同，可以通过行业周

期的预测估计客户未来信用损失风险的

变化趋势。例如：工程机械设备更新升

级周期较为固定，在更新周期到来时会

产生大量的更新需求，同时市场上涌现

大量面临淘汰的二手设备，以本设备抵

押作为信用担保的客户的担保物价值就

可能会下降，相应的，其应收账款信用

损失风险也就上升。因此，行业周期前

景是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必须要考虑的

一个重要信息。

同样，客户自身财务状况的变化对

预期信用损失的影响也较大。客户出现

信用损失的原因往往是其自身陷入财

务困境。因此，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还

应当合理预计客户自身财务状况的变

化趋势。

上述可能影响客户信用状况的未

来因素可以量化为预期违约概率，在计

量预期信用损失时应当以预期违约概率

对历史损失率进行调整，以反映可预期

的前瞻性信息。同时，根据信用风险模

型设定预期违约概率时还应综合考虑上

述三项影响因素的权重变化。例如：已

知某客户因环保问题被有关部门查处，

勒令停工整改。虽然目前该客户还款正

常，但预计其发生财务困难的可能性较

大，计算该客户预期违约概率时，应当

加大客户自身财务状况变化因素所占的

表1                   各年应收账款余额统计表                                单位 ：元

账龄  2014年余额 2015年余额 2016年余额 2017年余额

1 年以内   10 000 000    20 000 000    30 000 000   40 000 000  

1 ～ 2 年    5 000 000    8 000 000     1 700 000    2 000 000 

2 ～ 3 年  3 000 000    2 800 000   1 200 000       800 000  

3 年以上  1 000 000     2 000 000     3 000 000   4 000 000 

上年余额账龄 3 年以上，
在本年继续迁移部分

　    1 000 000     2 000 000     3 000 000 

总计  19 000 000   33 800 000  37 900 000  49 800 000  

表2                各年应收账款余额迁移率计算表

账龄 
2014年迁移到

2015年

2015年迁移到

2016年

2016年迁移到

2017年
三年平均迁移率

1 年以内 80% 8.50% 6.67% 31.72%

1 ～ 2 年 56% 15% 47.06% 39.35%

2 ～ 3 年 33.33% 35.71% 83.33% 50.79%

3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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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二、估值模型及示例

《新金融工具准则》应用指南指出：

“企业对预期信用损失的估计，是概率

加权的结果，应当始终反映发生信用损

失的可能性以及不发生信用损失的可能

性，而不是仅对最坏或最好的情形做出

估计。”基于上述指导性原则，本文以不

同信用风险特征分组的应收账款余额作

为计算基础，以经调整的历史损失率计

算得到预期信用损失率，作为概率值，

提出如下估值模型：

预期信用损失率=历史损失率×

信用评级调整系数×预期违约概率

预期信用损失额=∑（预期信用损

失率×按不同信用风险特征分组的应

收账款余额）

以下，结合示例对估值模型详细

说明。

（一）根据历史数据测定历史损失率

历史损失率可以按不同信用风险特

征类别的应收账款单独计算，也可以估

算一个总体历史损失率，再根据应收账

款的不同信用风险特征类别设定调整系

数进行调整，本文即采用此种方法。我

们选定一个历史阶段，通过计算各年应

收账款余额迁移率，对应收账款的总体

历史损失率进行测定。

首先，按不同账龄区间统计各年份

的应收账款余额（见表1）。

其次，根据各年应收账款余额计算

迁移率，当年迁移率为上年末该账龄余

额至下年末仍未收回的金额占上年末该

账龄余额的比重（见表2）。例如：2014

年年末1年以内余额为10 000 000元，至

2015年年末仍未收回的部分会迁移至

1～ 2年期间，为8 000 000元，由此得到

1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的迁移率为80%

（8 000 000÷10 000 000），其余期间迁移

率也以此方法推算。

再次，根据迁移率计算历史损失率。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分析结果，设定账龄

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信用损失率为100%

（各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信用损失率应

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历史损失

率为平均迁移率的乘积再乘以3年以上

应收账款的设定信用损失率，即1年以

内的历史损失率为：31.72%×39.35%×

50.79%×100%=6.34% ；1 ～ 2年的历史

损失率为 ：39.35%×50.79%×100%=

19.99% ；2 ～ 3年为 50.79%×100%=

50.79% ；3年以上为100%。

（二）根据信用级别调整系数、预期

违约概率调整历史损失率

历史损失率是根据历史数据测定

的，只能代表过去的状况，因此，有必要

根据相关信息对历史损失率进行调整。

首先，对应收账款余额按信用风险

特征进行分组，并按上一步统一估算的

历史损失率，列示出不同信用风险组合

的不同账龄应收账款余额的历史损失

率。本文把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组合分为

三类，即：处于正常还款状态的正常债

权、很可能出现还款损失风险的可疑债

权、已经有证据表明出现损失的已损失

债权。其次，根据不同的信用风险特征，

设定信用级别调整系数：该系数根据目

前对客户的信用评级等相关信息设定。

再次，根据预测的未来宏观经济环境、

行业发展状况、客户未来的财务状况等

前瞻性信息，估计预期违约概率。最后，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预期信用损失率

为：统一估算的历史损失率、信用级别

调整系数、预期违约概率三者的乘积，

例如：账龄在1年以内的，信用评级为

A的正常债权，其统一估算的历史损失

率为6.34%、信用级别调整系数为1、预

期违约概率为80%，则其预期信用损失

率为：6.34%×1×80%=5.07%，其余以

此类推（见表3）。

（三）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金额

预期信用损失金额为按不同信用风

险特征分组的应收账款余额与经调整后

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的乘积之和。首先，

根据预期信用损失率与按不同信用风险

特征分组的应收账款余额的乘积，计算

各类别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

例如:账龄1年以内的信用评级A的正

常债权，其应收账款余额为10 000 000

表3                                   分类历史损失率与预期信用损失率

信用风险组合
账龄1年以内 账龄1～ 2年 账龄2～ 3年 账龄3年以上

历史损失率 预期信用损失率 历史损失率 预期信用损失率 历史损失率 预期信用损失率 历史损失率 预期信用损失率

正常债权

信用评级 A 6.34% 5.07% 19.99% 15.99% 50.79% 40.63% 100.00% 80.00%

信用评级 B 6.34% 5.82% 19.99% 18.35% 50.79% 46.63% 100.00% 91.80%

信用评级 C 6.34% 6.53% 19.99% 20.59% 50.79% 52.32% 100.00% 100.00%

可疑债权

信用评级 A 6.34% 5.12% 19.99% 16.15% 50.79% 41.04% 100.00% 80.80%

信用评级 B 6.34% 5.88% 19.99% 18.53% 50.79% 47.09% 100.00% 92.70%

信用评级 C 6.34% 6.59% 19.99% 20.79% 50.79% 52.83% 100.00% 100.00%

已损失债权 100% 100.00% 100% 100.00% 100% 100.00%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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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余额数据迁移变化的细节，以及不

同信用风险类别、预期信息对当前数据

的影响。

责任编辑 陈利花

元，预期信用损失率为5.07%，则其预期

信用损失金额为：10 000 000×5.07%=   

507 000（元）。其次，汇总各类别应收账

款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得到当期应确

认的预期信用损失总额，该预期信用损

失总额也即当期应计提的应收账款损失

准备金额。 

三、应用估值模型应注意的问题

（一）测定历史损失率应考虑行业周

期性

测定历史损失率选定的历史阶段

应当考虑工程机械行业的周期属性，区

分行业上升周期和行业下行周期分别测

定。尤其在行业周期拐点上，不能以前

一阶段的历史数据作为后一阶段的估值

基础，因为行业周期属性完全不同，应

收账款信用风险趋势差异明显，不能不

加选择地使用历史数据。

（二）应收账款余额分组要考虑行业

特性

工程机械行业客户构成复杂，同一

个账龄区间段的客户地域分布广泛、自

身财务状况各不相同、取得信用的担保

条件也不一样，因此其信用风险并不一

致。单纯以账龄作为风险识别标志划分

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组合，并不能完全反

映工程机械行业的实际情况，应当考虑

工程机械行业特性，应用多维度信用风

险识别标志，对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分组。

综上，本文提供的估值模型是根据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将客观的历

史数据与可获得的当前状况信息以及可

预期的未来状况信息相结合，同时充分

考虑了工程机械行业的特殊性，加入了

行业周期属性、客户群体细分、宏观经

济影响等特殊的估值调整因素，能够比

较客观地反映工程机械应收账款的信用

风险状况。该估值模型对传统方法进行

了优化，减少了主观判断因素的影响，

使得应收账款信用损失金额估值更为准

确合理。同时，模型清晰地显示了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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