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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二、本科目可按应收款项的类别

进行明细核算。三、坏账准备的主要账务处理。（一）资产

负债表日，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

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本科目。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大于其账面余额的，应按其差额计提；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小

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分录。（二）对于确实无

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按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作为坏账，转销

应收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应收分保账款”、“其他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等科目。（三） 已确认并转销的应收款项以后

又收回的，应按实际收回的金额，借记“应收票据”、“应

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分保账款”、“其他应收

款”、“长期应 收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

付账款”、“应收分保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 款”等科目。对于已确认并转销的应收款项以后又收回的

，也可以按照实际收回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

记本科目。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计提但尚

未转销的坏账准备。1301 贴现资产一、本科目核算企业（银

行）办理商业票据的贴现、转贴现等业务所融出的资金。企

业（银行）买入的即期外币票据，也通过本科目核算。二、

本科目可按贴现类别和贴现申请人进行明细核算。三、贴现



资产的主要账务处理。（一）企业办理贴现时，按贴现票面

金额，借记本科目（面值），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存

放中央银行款项”、“吸收存款”等科目，按其差额，贷记

本科目（利息调整）。（二）资产负债表日，按计算确定的

贴现利息收入，借记本科目（利息调整），贷记“利息收入

”科目。（三）贴现票据到期，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吸收存款”等科目，按贴现的票

面金额，贷记本科目（面值），按其差额，贷记“利息收入

”科目。存在利息调整金额的，也应同时结转。四、本科目

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办理的贴现、转贴现等业务融出的

资金。1302 拆出资金一、本科目核算企业（金融）拆借给境

内、境外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二、本科目可按拆放的金融

机构进行明细核算。三、企业拆出的资金，借记本科目，贷

记“存放中央银行款项”、“银行存款”等科目；收回资金

时做相反的会计分录。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

按规定拆放给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1303 贷款一、本科目核

算企业（银行）按规定发放的各种客户贷款，包括质押贷款

、抵押贷款、保证贷款、信用贷款等。企业（银行）按规定

发放的具有贷款性质的银团贷款、贸易融资、协议透支、信

用卡透支、转贷款以及垫款等，在本科目核算；也可以单独

设置“银团贷款”、“贸易融资”、“协议透支”、“信用

卡透支”、“转贷款”、“垫款”等科目。企业（保险）的

保户质押贷款，可将本科目改为“1303 保户质押贷款”科目

。企业（典当）的质押贷款、抵押贷款，可将本科目改为

“1303 质押贷款”、“1305 抵押贷款”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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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目可按贷款类别、客户，

分别“本金”、“利息调整”、“已减值”等进行明细核算

。三、贷款的主要账务处理。（一）企业发放的贷款，应按

贷款的合同本金，借记本科目（本金），按实际支付的金额

，贷记“吸收存款”、“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等科目，有差

额的，借记或贷记本科目（利息调整）。资 产负债表日，应

按贷款的合同本金和合同利率计算确定的应收未收利息，借

记“应收利息”科目，按贷款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

定的利息收入，贷记“利息收 入”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

贷记本科目（利息调整）。合同利率与实际利率差异较小的

，也可以采用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收回贷款时，应

按客户归还的金额，借记“吸收存款”、“存放中央银行款

项”等科目，按收回的应收利息金额，贷记“应收利息”科

目，按归还的贷款本金，贷记本科目（本金），按其差额，

贷记“利息收入” 科目。存在利息调整余额的，还应同时结

转。（二）资产负债表日，确定贷款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

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贷款损失准备

”科目。同时，应将本科目（本金、利息调整）余额转入本

科目（已减值），借记本科目（已减值），贷记本科目（本

金、利息调整）。 资产负债表日，应按贷款的摊余成本和实

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收入，借记“贷款损失准备”科目，

贷记“利息收入”科目。同时，将按合同本金和合同利率计

算确定的应收利息金额进行表外登记。收回减值贷款时，应

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吸收存款”、“存放中央银行款

项”等科目，按相关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借记“贷款损失准

备”科目，按相关贷款余额，贷记本科目（已减值），按其



差额，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贷

款，按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作为呆账予以转销，借记“贷款

损失准备”科目，贷记本科目（已减值）。按管理权限报经

批准后转销表外应收未收利息，减少表外“应收未收利息”

科目金额。已确认并转销的贷款以后又收回的，按原转销的

已减值贷款余额，借记本科目（已减值），贷记“贷款损失

准备”科目。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吸收存款”、“存

放中央银行款项”等科目，按原转销的已减值贷款余额，贷

记本科目（已减值），按其差额，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

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按规定发放尚未收

回贷款的摊余成本。1304 贷款损失准备一、本科目核算企业

（银行）贷款的减值准备。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资产包括贴

现资产、拆出资金、客户贷款、银团贷款、贸易融资、协议

透支、信用卡透支、转贷款和垫款等。企业（保险）的保户

质押贷款计提的减值准备，也在本科目核算。企业（典当）

的质押贷款、抵押贷款计提的减值准备，也在本科目核算。

企业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向其他单位贷出的款项计提的

减值准备，可将本科目改为“1304 委托贷款损失准备”科目

。二、本科目可按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资产类别进行明细核

算。三、贷款损失准备的主要账务处理。（一）资产负债表

日，贷款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

失”科目，贷记本科目。（二）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各项贷

款，按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转销各项贷款，借记本科目，贷

记“贷款”、“贴现资产”、“拆出资金”等科目。（三）

已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贷款价值以后又得以恢复，应在原已

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内，按恢复增加的金额，借记本科



目，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

，反映企业已计提但尚未转销的贷款损失准备。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