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借记与贷记的区别（什么叫借记和贷记）

一、引言

银行投资者中存在这样一个观点：高拨备的银行隐藏了利润，如果已减值的资产未
来没有变成坏账就会回补利润。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高拨备的银行有没有隐藏收入
？毕竟收入是利润的源头，没有收入就不可能有利润，当“高拨备”的银行“过多
”减值了资产后，是否也会导致其营业收入变少了呢？

在前两篇文章《银行的拨备以什么形式存在？它放哪了？（2）银行财报深度探秘
》和《银行的拨备以什么形式存在？（3）核销等会计处理揭晓了答案
》中，拨备的存在形式已经有了定论，它只是一种记账方式，是根据预期损失概率
或比例得到的一个件计算值，并没有具体形式，也没有存放在任何地方。如果我们
认同这个结论，那么很自然的可以想到，既然拨备是虚的，那么拨备的高低应该不
会影响收入，哪怕把贷款全部减值掉，贷款利息该多少还是多少，不会有丝毫影响
！

但是，会计处理太过专业，又存在很多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在
银行财报中的营业收入并没有包含已减值资产的利息收入呢？所以本文就通过财报
中的线索来揭晓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生息资产中的贷款平均余额是总额还是净额？

首先，一个比较简单但不太直接的证据就是“生息资产”。

图1-招商银行2021年年报贷款平均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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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2021年招商银行贷款的平均余额（日均余额）为53641.95亿，那么这
个平均余额指的是贷款总额的还是扣除了贷款减值准备的贷款净额呢？

银行一般都不直接披露贷款总额和贷款净额的平均余额，我们只能用期初和期末的
平均值来近似计算，好在这两个值都比较好找，具体不再截图，直接给数据。2021
年期初的贷款总额为50388.83亿元，期末的贷款总额为55808.85亿元二者的算数
平均值为53098.84亿元，这个值与上面提到的的贷款平均余额较为接近。而2021
年期初的贷款净额为48043.61亿元，期末的贷款净额为53353.91亿元，二者的算
术平均值为50698.76亿元。2021年期末的贷款净额（较大值）少于上面提到的贷
款平均余额，所以显然，贷款平均余额不可能是贷款净额，必然是贷款总额，且数
值也很接近。

所以，招商银行在计算贷款的平均收益率时，分母里的“生息资产”使用的是贷款
总额。也就是说已减值的贷款也属于生息资产。这样，作为生息资产的已减值贷款
，其收入自然也应该计入贷款利息收入，不过，这只是一个推测，尽管可能性较大
，但并不能证明分子里的利息收入一定包含了已减值的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

还需要其他更直接的证据。

三、贷款的利息收入如何确认？

要想知道贷款的利息收入中是否包含了已减值的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自然需要知
道银行是如何确认收入的，好在财报里给出了答案。

图2-招商银行2021年年报利息收入的确认

如图2所示，招行在确认以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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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因此所有银行都是一致的。

四、摊余成本与实际利率（法）

那么什么是实际利率法
呢？实际利率法是指计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的摊余成本以及将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分摊计入各会计期间的方法。

我的非权威解读就是：实际利率法是将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分摊计入摊余成本的一
种方法。

为了进一步理解，我们需要继续看看什么是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

图3-招商银行2021年年报关于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的说明

如图3所示
，这里给出了实际利
率和摊余成本的详细说明，因为涉及到了折现
的概念，单纯的文字解释很难理解，所以，接下来我通过一个例子给出我个人的非
权威解释。

知识点：折现是在发行债券时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表示钱是具有时间价值的，今
天的1元钱与明天的1元钱价值并不相等，因为二者相差了一天的无风险利息。

【例子A】

现在假设在2020年1月1日发行了一张面值为100元的5年期债券，每年的利息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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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那么实际在发行时，这张债券的发行价为90元，票面年利率为2÷90。也就是
说，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1月1日以90元的价格购买这张债券，然后到了2025年1
月1日可以收回100元现金。如果今天是2020年1月1日，这里90元的发行价就是5
年后100元票面价值的折现价值。如果今天是2022年6月30日那么这张债券的票面
价值为100-2×2.5＝95元，表示折现价值为到期票面价值减去未来2年半的增值。
但是在到期前投资者不会收到实际的利息，所以这种债券被称为无息债券（注意与
零息债券的区别，无息是指以折现价值增值部分作为利息而不是说利息为零）

在理解了债券的折现概念之后，我们来看下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

【例子B】

现在假设某银行在2020年1月1日发行了一笔金额为90元的5年期贷款，合同约定的
贷款年利率为2÷90（相当于每年的贷款利息为2元），贷款到期后银行累计可以收
回的本息将为100元。那么该笔贷款的实际利率为：(100－90)÷5÷90＝2÷90，也
就是说，如果没有提前还款
等情况发生实际利率与合同约定的利率是一致的，因为计算实际利率时不需要考虑
预期信用损失。

但是计算摊余成本时需要考虑预期信用损失。在贷款发放时，银行会立即做风险评
估（贷款存续期
内也会持续的做此类评估），假设预期这笔贷款在5年后到期时会有10%的概率全
部变成坏账
或者会有10%的金额无
法收回，那么银行将会按5年后预期现金流
计提10%的损失准备金，即100×10%=10元。假设未来5年该笔贷款的预期损失不
发生变化，这笔贷款在2020年1月1日发放时的摊余成本为100－10－2×5＝80元
，到了2021年1月1日其摊余成本为100－10－2×4＝82元，到了2022年6月30日
半年报时其摊余成本为100－10－2×2.5＝85元，到了2025年1月1日时其摊余成本
为100－10＝90。

但这里的摊余成本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了便于理解，先暂时不讲那么复杂，后边会
逐步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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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看利息收入的确认

图4-招商银行2021年年报确认利息收入

图4中讲的非常明确，如果贷款发生了减值，其贷款利息收入是用贷款的摊余成本
与实际利率计算得到的，而摊余成本并不包含已减值的贷款，那么，这是不是说：
已减值的的贷款其利息收入并没有计入贷款利息收入这个科目呢？至少到这里为止
，是这个意思。

另外，上文中我说了例子B中的摊余成本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折现时并未考虑贷
款已发生了减值，所以实际的折现值应该小于2，这里我们给摊余成本的做第一次
修正。

【例子B-续1】

在例子B中计算时，我用来折现的利息是每年2元，但这2元是用减值前的贷款与实
际利率计算得到的利息，所以如果用减值后的摊余成本计算，每年的折现利息实际
上是低于2元的，按图4的方式重新计算后，这笔贷款在2020年1月1日发放时的摊
余成本为90－10＝80元，为了确定本金方便计算利息，这次我们从前往后反折现
；到了2021年1月1日其摊余成本为(90－10)+(90－10)×(2÷90)×1＝81.78元，也
就是说考虑到减值问题计算中的本金是减值后的80而不是减值前的90，实际利率没
变还是2÷90，，到了2022年6月30日半年报时其摊余成本为(90－10)+(90－10)×(
2÷90)×2.5＝84.44元，到了2025年1月1日贷款到期时其摊余成本为(90－10)+(90
－10)×(2÷90)×5＝88.89元。

但实际上我们预期是要收回100－10=90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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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已减值贷款的折现回拨

图5-招商银行2021年年报贷款损失准备变化

图5中表格的第3行列出了一个科目：“已减值贷款折现回拨”。这里的折现回拨是
什么意思呢？下面的注释做了说明，大意就是，已减值贷款的现值随着时间流逝，
其摊余成本的价值会增加，这就会导致之前的减值变多了，多出的部分就需要回拨
。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实际利率法就是将利息分摊计入摊余成本，摊余成本的
折现价值变化其实就是利息收入，所以已减值贷款的折现回拨就是指将已减值贷款
的利息收入回拨。

之前在例子B续1里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例子B-续2】

之前讲过折现的概念，就是今天的1元钱其价值与明天的1元钱并不相等。那么回看
例子B续1，在2020年1月1日计提的10元贷款减值损失与2021年1月1日留在贷款减
值准备里的10元贷款拨备相等吗？显然不相等，因为这10元对应的不是现金，是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计量方式是折现，所以这10元在这1年的时间里其实是会增
加1年的折现价值的，增值的数额为10×(2÷90)＝0.222，实际上就是这10元钱这一
年的利息。

到2025年1月1日，5年累计增加的折现价值为10×(2÷90)×5＝1.11。但我们在202
0年1月1日给这笔贷款做减值操作时是以最终现金流损失预估的，也就是预计2025
年1月1日会损失掉10元，而这5年间，这10元已减值贷款对应的拨备已经增值到了
11.11元，就相当于5年累计多减值了1.11元。所以我们在上文例子B续1里计算出的
2025年1月1日的摊余成本是88.89元，比90元少了1.11元。如果将5年累计增加的
折现价值1.11元回补上，就能与例子B中的90元就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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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例子B-续1里，这10元已减值贷款每年的折现价值都会增加0.222元（利息
收入），每年都需要将这10元的拨备维持在10元的价值上，即将多出的0.222元从
拨备中回拨出去。那么这0.222元从拨备里减掉之后，它会去哪呢？

七、已减值资产的利息收入计入何处？

前文讲过，“借贷记账法”的基本原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对于贷款
减值准备（贷款的抵减，与资产相反，类似负债，借记为减项，贷记为加项）的借
记操作，必然对应了某个贷记操作，可能是成本类的贷记（减），也可能是收入类
的贷记（加）。而部分银行的财报，也给出了答案。

图6-平安银行2021年贷款减值准备变动情况

如图6所示，这里的“贷款因折现价值上升导致减少”与上面招行财报里的“已减
值贷款折现回拨”都是同一个意思，即已减值贷款的利息收入回拨。而下面的注释
中特意提到了，收回的已核销贷款，本金部分回补贷款损失准备，如果包含了利息
则增加当期的利息收入。

既然收回的已核销贷款其利息收入都计入了当期的利息收入，那么已减值贷款的利
息收入也应该计入当期的利息收入，而不是减少当期的减值损失。

如果上面的例子只是间接证据的话，下面还有更直接证据。

图7-交通银行2021年年报附录36利息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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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中交通银行2021年年报中，附录36，最后一行“其中：已减值金融资产利息收
入”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已减值贷款的利息收入已经包含在当期的利息收入中了。
其他类似的证据还有：华夏银行2021年年报附录34，民生银行
2021年年报附录34中都明确提到了利息收入中包含已减值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

八、结论

虽然根据对拨备的理解我已经猜到了已减值贷款利息收入应该会记入当期的营业收
入中，但是研究完银行的具体操作还是让我大吃一惊，银行其实是先计算了未减值
贷款的利息收入，然后将已减值贷款的利息收入用回拨的方式重新计入利息收入的
。

不过这个处理过程也再一次验证了拨备只是记账方式，当拨备对应的已减值贷款增
值了，就需要从拨备中减掉，以维持记账的平衡。因为资产可以有增值变化，但记
账必须恒定不变。而拨备计提
的多与少其实都不会影响利息收入，哪怕把全部贷款都计入拨备，贷款的利息收入
也不会减少一分钱，因为贷款利息收入是贷款总额的利息收入而与扣掉贷款拨备后
的贷款净额无关。

接下来，我准备用两篇文章详细讨论下开头的那个观点：高拨备的银行隐藏了利润
，如果已减值的资产未来没有变成坏账就会回补利润。我会详细聊一聊这个观点背
后是对拨备存在怎样的误解。

未完待续。。。

【本文为原创，您的点赞、分享与评论就是对我持续创作的最大支持！同时也欢迎
您关注“考拉大叔滚雪球”，及时发现我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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