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研究 

1 

 

资产支持证券账务处理中的部分实务 

新世纪结构融资部 朱盼盼 曲洪泽 

摘要： 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目前主要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但尚无细则与具

体指导。本文通过对比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和收费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账

务处理来观察实务操作中的选择。 

一、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账务处理现状 

在 30 多年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中，国际上对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标准的认识

经历了传统会计确认模式（以风险和报酬分析法为典型代表）、现代会计确认模

式（以金融合成分析法为典型代表）以及 2002 年 IASB 提出的最新观点——后

续涉入法判断标准。 

其中，风险报酬转移法将金融资产转移与普通商品销售进行类比的观点没有

深入考虑到金融资产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可分割性是金融资产有别于普

通商品的显著特征，其风险报酬的转移并不与控制权的转移保持同步，这一特点

在具有创新性的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金融合成分析法不同于

风险报酬转移法，它认可分割性是金融资产的特性，该方法将控制权是否转移作

为首要的判断标准，但由于该方法存在原则导向性强、条件相对简单以及缺乏会

计实务操作指南等问题，使得会计人员在实际操作中更需要依赖自己的职业判断

从而加大了使用难度。后续涉入法是在对风险报酬转移法上对其控制判断环节的

缺失进行改进而形成的方法，该方法在实务中较受欢迎，但依然存在诸多矛盾与

不足之处。 

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依据主要还是《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一般账务处理前首先需

要进行一系列判断，具体判断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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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较短，虽然对于出表的判断已经有较多文章结合

具体交易结构进行讨论，但目前尚缺乏相应详细的会计规范对账务处理进行指导。

本文在此仅阐述不同情况下融资租赁类资产证券化和收费收益权类资产证券化

的账务处理方式，以期抛砖引玉。 

二、 收益权类项目的 ABS 会计处理 

从发行人的角度上来看，由于企业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中将未来收益权记录资

产，所以收益权类项目的会计处理相对简单，目前，有几种会计处理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部分企业在取得募集资金时会将其理解为企业以未来收益权

质押所取得的融资，即：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借款——质押借款 

第二种方法，也是较为常规的一种，是以发行规模列示在应付债券科目，以

某期资产支持票据为例，该票据发行总规模为 20.00 亿元，分为优先 A 档资产支

合并所有子公司（包括所有特殊目的主体）

确定一项金融资产（或一组类似金融资产）
的全部或部分是否适用终止确认准则

收取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权利是否终止 终止确认该项资产
是

企业是否已转移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

否

企业是否承担将收取现金流量支付给最终收
款方的义务并同时满足金融资产转移的条件

否

继续确认该项资产
否

企业是否已经转移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是

是

终止确认该项资产
是

企业是否保留了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否

继续确认该项资产
是

企业是否对该项资产保留了控制

否

按企业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继续确认该项资产

是

终止确认该项资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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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票据、优先 B 档资产支持票据和次级资产支持票据，证券规模分别为 14.50 亿

元、4.50 亿元和 1.00 亿元。委托人自持次级，其会计处理方式为以发行总规模

在“应付债券”中列示，同时自持次级部分在“持有至到期投资”中列示。 

但是，目前也有遇到企业的应付债券金额按照发行总额与自身认购金额抵消

后列示的情况，以某入园凭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例：该证券发行总规模为 10.70

亿元，并且设置了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其中优先级资产支

持证券分为 9 个品种：优先 01 至优先 09，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总规模为 10.70

亿元，次级规模为 0.6 亿元，原始权益人以自有资金认购全部优先 09 和次级，

同时认购 0.04 亿元的优先 07。原始权益人的会计处理方式为以抵减后的金额在

“应付债券”中列示，即应付债券 8.25 亿元。 

第三种方法是以发行规模列示在长期应付款中，我们以某上网收费权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为例：该证券发行总规模为 3.00 亿元，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

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分为 10 个品种，合计规模为 2.85

亿元，次级规模为 0.15 亿元，其中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全部由原始权益人认购，其

会计处理方式为以发行规模列示在“长期应付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科目中，

自持次级部分列示在“其他非流动负债中”。 

三、 融资租赁类资产的 ABS 会计处理 

一般来说，目前大多数融资租赁公司对于发行 ABS 的基础资产是否终止确

认采用的是下述判断标准，且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上述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不同情况下不同账务处理方式： 

1、当发起机构完全已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时，该发

起机构会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会计处理也较为简单：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代收转付的现金流走其他应付款科目。 

2、当发起机构保留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时，该发起机

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而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例如某租赁公司

的某些项目，由于会计师认为基于对有关拟实施交易描述的阅读和相关会计准则

的理解，拟实施的交易导致租赁资产所有权上保留了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所

以该租赁公司不终止确认融资租赁应收款。而在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

债方面，各家略有差别，涉及科目包括长期应付款、其他非流动负债等。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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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发起机构并未转移或保留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全部风险和报

酬时，如果发起机构未保留控制权，则发起机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把转移

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力和义务分别确认为资产和负债；如果发起机构保留控制权，

则根据对金融资产的继续涉入程度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以某资产支持票据为例，资产支持票据分别优先级和次级，其中优先 A1 级

6.60 亿元，优先 A2 级 7.50 亿元，优先 A3 级 3.00 亿元，优先 B1 级 1.32 亿元，

优先 B2 级 0.31 亿元，次级 1.70 亿元，资产池未偿本金余额 198518.55 万元，该

ABN 产品属于超额募集。在交易结构上，委托人——某租赁公司提供了 5000 万

元的流动性支持。初始设立时，优先 B2 和次级皆自持。 

一般来说实务中发起机构将基础资产转移给了 SPV，但该 SPV 实质上无权

单独出售资产，故发起机构没有完全放弃对基础资产的控制权。实务中，发起机

构通常会继续作为资产的服务机构，应当明确其决策行为到底是以主要责任人还

是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这点需要综合发起机构的决策行为所享有的经济利益比重

与可变动性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若发起机构在 SPV 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具有财

务重大性，发起机构应当将 SPV 纳入合并范围，反之则不应将 SPV 纳入合并范

围。该期资产支持票据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虽然委托人对资产支持票据具有决

策权，享有可变回报，但会计师认为它没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利影响其回

报金额，从而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中关于控制的三要素，故 SPT 不

会被纳入合并范围。 

该期资产支持票据存在超募情况，由超募所产生的收益以及收取的服务费被

聚信租赁计入其他业务收入，税金成本被计入其他业务成本。底层 82 个融资租

赁项目的债权收益权以及债权收益权现时的和未来的、现实的和或有的全部权利

和相关收益转让给了信托时，委托人终止确认了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并计提与确定终止相关的利得和损失。 

一般在自持的次级比例较高或自身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情况下，基础资产无法

完全出表，该委托人就因转移长期应收款以最大损失敞口即所持有的的部分优先

级及次级份额和承担的流动性支持义务金额分别确认继续涉入资产和继续涉入

负债，就该期资产支持票据而言，委托人就其自持的优先 B2、次级以及流动性

支持计提了继续涉入资产和继续涉入负债。 

后续随着债券的偿付，继续涉入资产和继续涉入负债科目余额会逐渐减少。

其中继续涉入资产和继续涉入负债列示于其他流动资产和其他流动负债科目。成

立后续经由委托人收回转付的底层资产的现金流经其他应付款科目结转。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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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SPV/SPT 的会计处理 

从计划的角度上来看，收到募集资金时，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贷款 

  贷：实收信托/实收资本 

购买基础资产时： 

借：贷款 

  贷：银行存款 

取得基础资产产生的利息收入时： 

借：应收利息 

贷：利息收入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利息 

取得基础资产的本金回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贷款 

支付信托计划相关费用： 

借：营业费用（受托费报酬、托管费等） 

  贷：应付受托人报酬、应付托管费等 

借：应付受托人报酬、应付托管费等 

  贷：银行存款 

专项计划结束，归还投资者本金： 

借：实收信托/实收资本——优先级受益人 

      实收信托/实收资本——次级受益人 

贷：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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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资者的会计处理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执行之前，投资者的会计处理一般会根据持有目的不同记在交易性金融资产、持

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执行之后，认为可以计入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科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应符合：（1）企业管理该

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2）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

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

息的支付。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应符合：（1） 

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

资产为目标；（2）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

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六、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作为承载着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其复杂的产品设计， 变

化迅速的市场环境都对会计处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鉴于会计规范的滞后性，因

此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财务确认等问题还不能得到相关具体的规范。随着资产证券

化产品的不断标准化以及相关法规、会计准则的完善，目前的现状预期会得到很

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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