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2012年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5号），该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机构按不超过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豫的比例计提担保
的担保赔偿准备，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同时将上年度

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

财税［2012］25号文件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
2009年下发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7］27号）、（财税［2009］62号）两个文件相比，主要变化是
对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做了新的规定———财税［2007］
27号文件和财税［2009］62号文件没有明确上年度计提的担保
赔偿准备可以转为当期收入，而财税［2012］25号文件规定其
应转为当期收入。

针对这一变化，担保机构如何将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

准备余额转入当期收入，目前，无论是在无代偿的情况下还是

在有代偿的情况下，均存在两种有分歧的处理方法，需要取得

统一认识。为此，本文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无代偿情况下“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

为当期收入的两种方案

案例资料：A融资担保公司于2008年初成立，属国有担保
公司。A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担保贷款的企业全部为中小企
业，担保贷款的期限全部为一年，2008 ~ 2011年4年平均担保
费率分别为2豫、2.2豫、2.1豫、2.2豫。并且假设A公司除担保费外
无其他收入。

分析：2011年融资担保公司A公司将上年度计提的担保
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按财税

［2012］25号文件的规定，A公司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存在着两
种处理方案：一是将2010年末担保赔偿准备余额6 000万元转

入当期收入；二是将2010年按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的1豫计
提的担保赔偿准备3 000万元转为当期收入。相关的计算分析
具体如表1所示：

上述两种方案的结果不同：方案一的结果造成了融资担

保公司A公司2011年利润的增加（6 000万元），对A公司2011年
度的企业所得税有重要影响；方案二保持了A公司担保赔偿
准备的持续增加，增加了融资担保公司A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二、有代偿情况下“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

为当期收入的两种方案

沿用前面案例的资料。在有代偿情况下，融资担保公司A
公司2011年将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
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按财税［2012］25号文件的规定，A公
司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存在着两种处理方案：一是将2010年末
担保赔偿余额6 000万元冲减2010年代偿损失2 000万元后的
余额4 000万元转为当期收入；二是将2010年实际计提的担保
赔偿准备3 000万元冲减2010年代偿损失2 000万元后的金
额1 000万元转为当期收入。具体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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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年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新的担保机构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即发布《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5号），规定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
收入。本文用实例说明了在实际中信用担保机构将上年度担保赔偿准备余额结转当期收入存在两种处理方法，并认为其中

一种处理方法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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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担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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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计提担保赔偿准备
冲回担保赔偿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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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融资担保公司有代偿的情况下，A公司2011年将
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转为当期收入时，应将上年度计

提的担保赔偿准备6 000万元扣除代偿损失2 000万元的余额
4 000万元（6 000-2 000）转入当期收入，方案一冲减代偿损失
的金额不应超过2010年担保代偿余额6 000万元，方案二冲减
代偿损失是以2010年按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的1豫计提的
担保赔偿准备3 000万元为限的。当然两种方案在担保赔偿准
备金不足以冲减代偿损失的部分，可据实在税前扣除。

三、“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的

处理建议

对比以上有代偿和无代偿情况的各个方案，其差异的关

键点是对财税［2012］25号文件规定中变化的理解上，即“上年
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是指上年度担保

赔偿准备的余额，还是指上年度计提担保赔偿准备的金额，这

对融资担保机构相关年度的利润、企业所得税、如何扣除代偿

损失有重要影响。笔者的理解是，融资担保机构在进行账务处

理时应按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金额转为当期收入。这

样处理比较合理，理由有以下几点：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有关准备金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从2007年到2012年先后出
台了财税［2007］27号、财税［2009］62号和财税［2012］25号三
个文件。文件中对信用担保机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担保赔偿

准备金税前扣除的标准和条件均有不同的变化。借鉴税法的

适用原则，实体法适用从旧原则。《企业所得税法》属税法的实

体税法，由于实体法适用从旧原则，因而实体税法不具备追溯

力。也就是说，纳税人在新税法公布实施之前发生的纳税义务

在新税法公布实施之后进入税款征收程序的，原则上新实体

税法对其不具有约束力。

2. 2010年3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七部委下
发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

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50豫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
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豫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
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10豫的，实
行差额提取。如果将“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

期收入”理解为上年度担保赔偿准备的余额的话，那么在适度

风险的情况下，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赔偿准备金达到当年担

保责任余额10豫都会有困难。
3.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11年起我国经济增速放

缓，中小企业风险加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代偿率大幅增加，

担保行业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一些担保机构已进入代偿高

峰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财税［2012］25号文件“上年度计
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理解为上年度担保赔

偿准备的余额的话，对融资性担保公司来说，那就意味着增加

了文件执行起始年度2011年的税负。虽说代偿损失在担保赔
偿准备金不足以冲减的情况下，允许税前扣除。但如果担保机

构以前年度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较大，则代偿损失是变相用

缴纳了25豫企业所得税后的准备金来冲减，这无疑增加了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负但。

4. 目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个：
一是担保费收入，二是投资收益。担保费收入的对象是中小企

业，按目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豫，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上浮
利率在30% ~ 40豫之间，也就是利率成本在7.8% ~ 8.4豫之间。考
虑到年报审计费用、评估费用、抵押登记费用后，不考虑担保

费，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也在8豫以上，这就限制了信用担保
机构提高担保费率。而投资限于国债等信用等级较高的产品

和其他投资，一年的综合收益率目前最高在3豫左右，资金还
要剔除缴存银行10% ~ 20豫的保证金，且不能超过净资产的
20豫。由此可见，担保机构的收益和风险失衡。

综上所述，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没有新的解释下，笔

者认为，不管是从财税［2012］25号文件较财税［2007］27号、财
税［2009］62号文件的表述变化分析，或是从降低担保机构税
负的角度，还是从国家支持为中小企业开辟融资渠道的高度、

支持担保机构规范发展来看，均应该按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

偿准备金额转为当期收入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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