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50·2014.5上

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8 000；贷：应缴国库款

8 000。
4. 无形资产减少的核算。导致无形资产减少的因素

和固定资产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转入待处置状态的固

定资产按照扣除累计折旧的净额转入，而无形资产按扣

除累计摊销的净额转入。

例 8：某事业单位转让一项一年前取得的专利权，双

方协议价为 100 000元，专利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相关税

费 2 000元，款项已通过银行存款支付。已知该专利权取

得时的成本为 150 000元，有效期限为 5年，已提取摊销

30 000元。

先转入待处置状态，账务处理为：借：待处置资产损

溢——处置资产价值 120 000，累计摊销 30 000；贷：无形

资产150 000。
实际转让时：借：非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

120 000；贷：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资产价值120 000。
转让过程中取得100 000元的收入：借：银行存款100 000；
贷：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100 000。转让过程中

发生 2 000元的费用：借：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

入2 000；贷：银行存款2 000。转让价款扣除相关税费后得

到98 000元的净收入：借：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

入98 000；贷：应缴国库款98 000。
从以上三个方面关于待处置资产损溢的账务处理来

看，新制度在这方面的会计核算和企业会计有着明显的

区别，虽然其与企业会计核算的科目名称相似，但是应用

范围却比企业会计要广泛得多，这点也体现了国家健全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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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回租账务处理的进一步探讨

蒋季奎（副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上海 201600）

【摘要】本文对售后回租业务中的两种情况，即售后回租形成经营租赁且售价低于资产公允价值且损失将通

过未来租赁付款额低于市价来得到补偿和售后回租形成经营租赁且售价高于资产公允价值的会计核算进行了探

讨，以期完善该业务的账务处理。

【关键词】售后回租 经营租赁 融资租赁 售价 公允价值

对于售后回租，如果是融资租赁，则认为销售实质上

没有实现，因此，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不应在销售

时计入损益，而应在租回以后，随着租赁资产的折旧进行

分摊，调整折旧费用。

如果售后回租形成经营租赁，并且售价是按照公允

价值达成的，则认为销售实质上已经实现了，因此售价与

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应该在销售时计入损益。如果售价

不是按照公允价值达成的，没有特殊情况时，有关损益应

于当期确认，但两种特殊情况除外；在这两种特殊情况

下，售价与公允价值的差额将不计入当期损益，而予以递

延。本文将就这两种特殊情况展开讨论。

情况之一：售后回租形成经营租赁，售价低于资产公

允价值且损失将通过未来租赁付款额低于市价得到补偿

售价低于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不应该在销售时作为

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而应该予以递延，在租赁期内的各个

期间，按照租赁费用确认的比例进行分摊，调整增加租赁

费用。

例 1：某公司在 20×2年初将公允价值为 110万元、预

计使用寿命为 20年的固定资产按 100万元的价格销售给

某租赁公司，同时立即签订租赁合同，租回使用4年，用于

企业管理，每年租金20万元，低于市价2.5万元。

在此情况下，20×2年初销售时，应将售价低于资产公

允价值的差额 10万元借记“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租

回损益”科目，而在 20×2、20×3、20×4和 20×5年各年年

末，按照支付的租金借记“管理费用”20万元，贷记“银行

存款”20万元的基础上，借记“管理费用”2.5万元，贷记

“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2.5万元。

这样处理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销售方（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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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销售时由于售价低于资产公允价值而少收的 10万

元，相当于为以后的租赁预付了租金。只是笔者有一个想

法，这里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可能在实际运用中会

有一些问题。所以笔者提出一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

况下的会计处理方法。

例 2：某公司在 20×2年初将一部预计使用寿命为 20
年的固定资产按照比公允价值低13 365元的价格销售给

某租赁公司，同时立即签订租赁合同，租回使用3年，用于

企业管理，每年租金低于市价5 000元，租金每年年末支付。

在此情况下，三年租金低于市价的总额为15 000元，

比租赁资产售价与公允价值的差额 13 365元高出 1 635
元，为租赁公司给承租方的利息，其隐含的复利计息的年

利率为 6%，即：5 000/（1+6%）+5 000/（1+6%）2+5 000/
（1+6%）3=13 365。

这里，承租方将固定资产按低于其公允价值 13 365
元的价格销售给某租赁公司，相当于将 13 365元借给了

该租赁公司，租赁公司通过每年少收租金 5 000元，分三

年来归还，这其中就包含了利息的支付。对此，承租方的

会计处理也要相应地考虑利息收入，并且利息收入要按

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在固定资产销售时，将售价低于资产

公允价值的差额 13 365元借记“预付账款”科目。编制利

息摊销表如下（单位：元）：

各年年末的具体会计处理如下：①20×2年年末，借：

管理费用5 000；贷：财务费用802，预付账款4 198。②20×3
年年末，借：管理费用 5 000；贷：财务费用 550，预付账

款 4 450。③20×4年年末，借：管理费用 5 000；贷：财务费

用283，预付账款4 717。
情况之二：售后回租形成经营租赁，售价高于资产公

允价值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售价高于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将由以后租金高于市价来扯平。为谨慎起见，现行准则规

定，售价高于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一概不计入当期损益，

而作递延处理，冲减以后的租赁费用。

例3：某公司在20×2年初将公允价值为95万元、预期

使用寿命为 20年的固定资产按 100万元的价格销售给某

租赁公司，同时立即签订租赁合同，租回使用5年，用于企

业管理，每年租金20万元，低于市价1万元。

在此情况下，20×2年初销售时，应将售价高于资产公

允价值的差额5万元贷记“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租回

损益”科目，而在 20×2、20×3、20×4、20×5和 20×6年各年

年末，按照支付的租金借记“管理费用”20万元，贷记“银

行存款”20万元的基础上，借记“递延收益——未实现售

后租回损益”1万元，贷记“管理费用”1万元。

这样处理的合理性在于，如果售价高于资产公允价

值的差额是由以后期间租金高于市价来扯平，那么销售

方（承租方）在销售时由于售价高于资产公允价值而多收

的 5万元，相当于向租赁公司借入了 5万元，而通过在以

后的租赁中每年多付租金来归还。但这里同样因为没有

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可能在实际运用中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在时间跨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可能都会考

虑货币的时间价值。所以笔者提出一种考虑货币时间价

值的情况下的会计处理方法。

例 4：某公司在 20×2年初将一部预计使用寿命为 20
年的固定资产按照比公允价值高13 365元的价格销售给

某租赁公司，同时立即签订租赁合同，租回使用3年，用于

企业管理，每年租金高于市价 5 000元，租金每年年末支

付。在此情况下，三年租金高于市价的总额为 15 000元，

与租赁资产售价高于公允价值的差额13 365元相比高了

1 635元，为租赁公司向承租方收取的利息，其隐含的复利

计息的年利率为6%。

这里，承租方将固定资产按高于其公允价值 13 365
元的价格销售给某租赁公司，相当于向该租赁公司借入

13 365元，然后通过每年多付租金 5 000元分三年来归

还，这其中就包含了利息的支付。对此，承租方的会计处

理也要相应地考虑利息费用，并且利息费用要按照实际

利率法确认。首先，在固定资产销售时，将售价高于资产

公允价值的差额 13 365元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编制

利息摊销表如下（单位：元）：

各年年末的具体会计处理如下：①20×2 年年末，

借：财务费用802，其他应付款4 198；贷：管理费用5 000。
②20×3年年末，借：财务费用 550，其他应付款 4 450；贷：

管理费用 5 000。③20×4 年年末，借：财务费用 283，其
他应付款 4 717；贷：管理费用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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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2年年初

20×2年年末

20×3年年初

20×4年年初

合 计

利息收入

802

550

283

1 635

少付的租金

5 000

5 000

5 000

15 000

收回的预付账款

4 198

4 450

4 717

13 365

预付账款余额

13 365

9 167

4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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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2年年初

20×2年年末

20×3年年初

20×4年年初

合 计

利息费用

802

550

283

1 635

多付的租金

5 000

5 000

5 000

15 000

其他应付款减少额

4 198

4 450

4 717

13 365

其他应付款余额

13 365

9 167

4 717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