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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根据《贷款通则》，委托贷款是指由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

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

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

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

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

不承担贷款风险。

2012年共有 120家上市公司涉及非

关联委托贷款，合计金额约 306亿元。截

至 2013年 6月有 110家公司有委托贷款

记录，合计金额约 200亿元。在这些上市

公司中，贷款年利率大多分布在 7%至

12%，年利率超过 10%的有 53 家。事实

上，委托贷款给上市公司带来的风险并

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目前已有不少

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逾期、展期甚至涉诉。一旦借款方资

金出现问题，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

可能性将大增。

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我国从事委托

贷款业务的部分A股上市公司委托贷款

的会计处理现状，提出规范建议，以防范

上市公司由于委托贷款引起的财务风

险。本文拟分析的会计处理包括委托贷

款的分类、委托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政策、

委托贷款的会计核算等方面。本文分别

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上海和深圳各

10家媒体或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公司作为

分析样本。基本情况详见右表：

上市公司委托贷款会计处理现状及规范建议

王其超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杭州 310016）

【摘要】本文以沪市、深市比较有代表性的20家从事委托贷款业务的上市公司为例，分析了这些上市公司对委

托贷款业务的会计处理。针对目前上市公司对委托贷款业务会计处理的乱象，结合企业会计准则、银监会，以及中国

人民银行对贷款业务处理的相关规定提出了上市公司委托贷款业务会计处理的规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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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沪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深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司名称

上港集团

中原高速

波导股份

维科精华

浙江龙盛

新安股份

爱建股份

物产中大

隧道股份

香溢融通

常山股份

东阿阿胶

塑模科技

国元证券

云内动力

思源电气

荣盛石化

舜天船舶

金安国纪

海思科

股票
代码

600018

600020

600130

600152

600352

600596

600643

600704

600820

600830

000158

000423

000700

000728

000903

002028

002493

002608

002636

002653

贷款
分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五分类

五分类

无

三分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准备计提
政策

不（未）计提

同应收款政策

不（未）计提

分类计提

同应收款政策

分类计提

不（未）计提

同应收款政策

不（未）计提

会计核算

资产负债表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其他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
垫款

其他应收款

发放委托贷款及
垫款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其他流动资产

利润表

利息收入

营业收入——其
他业务收入

投资收益

利息收入/投资
收益

不明确

利息收入

财务费用（可能）

投资收益

利息收入（可能）

营业收入——其
他业务收入

不明确

投资收益

财务费用（可能）

注：上述数据及情况均来自于上述公司公开披露的2012年年报。

样本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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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贷款分类现状分析

为促进商业银行完善信贷管理，科学评估信贷资产

质量，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及其他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4月3日印发了《贷款

风险分类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07］54号）。

贷款分类，是指商业银行按照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

为不同档次的过程，其实质是判断债务人及时足额偿还

贷款本息的可能性。实践中，通过贷款分类应达到以下三

个目标：①揭示贷款的实际价值和风险程度，真实、全面、

动态地反映贷款质量。②及时发现信贷管理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加强贷款管理。③为判断贷款损失准备金是否充

足提供依据。

商业银行应按照该指引，至少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

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其

中：正常是指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

款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关注是指尽管借款人目前有

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

响的因素。次级是指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

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可疑是

指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

要造成较大损失。损失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

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

极少部分。

从上述 20家样本公司看，爱建股份和物产中大参照

中国银监会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对委托贷款进行

五级分类，香溢融通对委托贷款参照该指引按照三级分

类，其他上市公司未对委托贷款进行分类。由于委托贷款

系通过银行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

终极风险由委托公司承担，因此，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与银

行发放贷款一样存在贷款本息收回的风险。银行作为专

业的金融机构，拥有专业的人才，丰富的借贷经验，银行

采用的通过多年总结出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对发放委托

贷款的公司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当然，由于公司委

托贷款业务相对银行贷款业务来说规模小、发生频率低，

公司可在银行五级分类的基础上探索制定适合公司实际

的委托贷款分类标准，如香溢融通即在银行五级分类的

基础上制定了实务中便于操作的三级分类。

对贷款进行分类是建立在动态监测的基础上，通过

对借款人现金流量、财务实力、抵押品价值等因素的连续

监测和分析，判断贷款的实际损失程度。也就是说，对贷

款分类不再依据贷款期限来判断贷款质量，通过贷款分

类能更准确地反映不良贷款的真实情况，从而提高公司

抵御风险的能力。公司虽然是非金融机构，但公司开展的

委托贷款业务实际上系融资行为，属于类金融业务。上述

《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对公司从事委托贷款业务具有很强

的借鉴意义。鉴于此，建议正开展委托贷款业务或拟开展

委托贷款业务的上市公司参照该《贷款风险分类指引》，

制定适合公司自己的委托贷款分类标准，动态监测委托

贷款，以抵御风险，实现稳健经营。

三、委托贷款减值准备计提现状分析

上述20家公司对委托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政策存在一

定的差异。爱建股份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正常类按照余

额的 1%计提，关注类按照余额的 2%计提，次级类按照余

额的 25%计提，可疑类按照余额的 50%计提，损失类按照

余额的 100%计提。物产中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正常

类按照余额的 1%计提，关注类按照余额的 2%计提，次级

类按照余额的 20%计提，可疑类按照余额的 40%计提，损

失类按照余额的 100%计提。香溢融通减值准备计提政策

为：正常类按照余额的 1%计提，可疑类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损失类按照余额

的 100%计提。其他公司基本上未专门制定委托贷款减值

准备政策，一般系根据委托贷款所在科目确定其减值准

备政策。从实务中看，这些公司委托贷款实际执行的政

策基本上为不计提减值准备，或单项认定后未计提减值

准备。

从以上20家样本公司看，爱建股份、物产中大和香溢

融通对正常类均计提了 1%的减值准备，爱建股份和物产

中大根据各分类按照一定的比例计提减值准备，香溢融

通则对正常类和损失类以外的可疑类采用单项认定计提

减值准备。由于贷款公司财务状况存在不确定性，以及由

于公司对贷款公司财务状况跟踪及了解的局限性，爱建

股份、物产中大和香溢融通对分类为正常的委托贷款按

照其余额的1%计提减值准备。该准备作为一般准备，可以

预防由于未预计到的逾期或损失发生时，由于准备计提

不足而无法覆盖损失造成的风险，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会计处理更为谨慎。

据笔者了解，上述公司之所以对委托贷款未计提或

不计提减值准备，主要是基于委托贷款的抵押物价值的

评估。但上述公司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比如上述公

司委托贷款对象大多为从事房地产业务有关的公司，而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房地产价格存在

下行的风险，可能出现房地产价值无法覆盖委托贷款本

金的极端情况。另外，在贷款人出现债务危机无法偿还公

司贷款时，若公司拟对贷款公司抵押物进行拍卖则可能

陷入漫长的拍卖过程，等到公司通过拍卖收回委托贷款

时可能已经贷款逾期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若公司能收

回本金和逾期利息尚好，若最终仅收回本金，或本金也损

失一部分，则公司不仅损失了本金还损失了资金的时间

价值。鉴于此，公司通过主观评估抵押物将委托贷款评估

为正常，即不计提减值准备的做法不够谨慎。公司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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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属于类金融业务，建议公司对评估为正常的委

托贷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指引》（银发［2002］98号）计提不低于年末贷款余额 1%
的一般准备，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真实核算经营损

益，保证公司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

四、委托贷款会计核算的制度分析

从上述案例可知，上市公司对委托贷款的会计核算

可谓五花八门、不够统一，其中：资产负债表项目中委托

贷款分别在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产、其他非流动资

产、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等科目核算；利润表中委托贷款

取得的利息收入则分别在利息收入、其他收入、财务费

用、投资收益等科目核算。

原《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委托贷款应视同短期

投资进行核算，按期计提利息。但是如果应收利息到期未

收回的，应当停止计提利息，将已确认的利息收入予以冲

回，并在备查簿中登记冲回的利息金额；以后收回已冲减

利息收入的利息时，冲减委托贷款本金；只有待本金能够

收回时，才能确认委托贷款的投资收益。期末时，企业的

委托贷款应按资产减值的要求，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

要账务处理”中1303贷款规定：企业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

机构向其他单位贷出的款项，可将本科目改为“1303委托

贷款”科目；6011利息收入规定：“本科目核算企业（金融）

确认的利息收入，包括发放的各类贷款（银团贷款、贸易

融资、贴现和转贴现融出资金、协议透支、信用卡透支、转

贷款、垫款等）实现的利息收入等”。

根据上述规定，委托贷款在原《企业会计制度》下应

在短期投资核算，相应利息收益在投资收益核算；在现行

准则下，委托贷款应在委托贷款科目核算，相应利息收入

应参照金融企业贷款利息收入核算，即在利息收入科目

核算。由此可见，不论原《企业会计制度》还是现行准则，

对委托贷款的核算都有相应的规定或指导意见。遗憾的

是上述上市公司仅爱建股份、物产中大和香溢融通将委

托贷款放在“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核算”，相应取得的利

息收入在利润表中的利息收入等科目核算。

上述三家上市公司外的其他上市公司将委托贷款放

在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不

够妥当。《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

主要账务处理”1221其他应收款规定：本科目核算企业除

存出保证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

付款项、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应收代位追偿款、应收分保

账款、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长期应收款等以外的其他各

种应收及暂付款项。就委托贷款的经济实质看，委托贷款

实际上是一种融出资金行为，不属于应收或暂付款项范

畴，将委托贷款放在其他应收款核算不够妥当。现行准则

未对其他流动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的核算内容进行具

体规范，但在准则有指导意见的情况下将委托贷款放在

不适合放入其他资产类科目时才放入的其他流动资产或

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明显不够妥当。

综上，上市公司开展委托贷款业务，会计核算上应按

照现行准则的指导意见，设置委托贷款科目核算，相应的

利息收入在利润表中的利息收入核算，以统一委托贷款

的核算，便于管理层、投资者及监管层了解、分析上市公

司委托贷款余额情况，以及委托贷款收益在上市公司收

益中的构成等情况。

五、总结及建议

2013年，上市公司高息委托贷款出现井喷，截至2013
年 6月涉及的金额超过 200亿元。有迹象表明，正有越来

越多的上市公司，依托其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的便利

和优势，借助信托、委托贷款等渠道，扮演起放贷人的角

色。然而，在经济形势整体不景气、债务成本高企的大环

境下，委托贷款的隐忧值得关注。

目前部分上市公司对委托贷款不分类，委托贷款减

值准备计提政策不谨慎，分析中还发现存在委托贷款减

值准备计提政策中直接规定不计提减值准备的上市公

司，以及上市公司委托贷款会计核算不统一等情况。一方

面委托从事委托贷款的公司在增加，涉及的金额巨大，另

一方面又存在对委托贷款不分类、减值准备不计提、会计

核算不统一等问题。为扭转现状，在统一的会计核算系统

下，应通过横向、纵向对比等方法对上市公司开展委托贷

款带来的风险进行量化和防范。

综上，从公司财务管理及风险防范的角度，笔者建议

公司参照中国银监会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制定

适合公司自己的委托贷款分类标准，对委托贷款分类动

态监控管理，抵御风险，以保证公司稳健经营和持续健康

发展。从财务谨慎性的角度，笔者建议公司参照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银发［2002］
98号），制定符合公司自身实际的减值准备计提政策，期

末对账面计提的减值准备进行评估，足额计提减值准备，

覆盖终极风险。

从财务核算的角度，笔者建议公司根据现行准则的

相关规定，设置委托贷款及利息收入科目，规范委托贷款

的核算。通过统一委托贷款的核算，便于公司管理者、投

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对委托贷款进行有效的监控

与分析，保证公司稳健经营、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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