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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5_9D_8F_E8_c46_544985.htm 坏账准备是《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0]24号）也是目前税法

中明确的唯一充许税前扣除的准备金。由于提取坏帐准备，

实行备抵法核销坏帐，有一定的迟延纳税的作用，所以受到

纳税人的重视。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第四十五

条规定：纳税人发生的坏账损失，原则上应按实际发生额据

实扣除。经报税务机关批准，也可提取坏账准备金。提取坏

账准备金的纳税人发生的坏账损失，应冲减坏账准备金；实

际发生的坏账损失，超过已提取的坏账准备的部分，可在发

生当期直接扣除；已核销的坏账收回时，应相应增加当期的

应纳税所得。（该项审批已被取消，纳税人只在申报时说明

坏帐核销是采用备抵法还是直接核销法即可） 第四十六条 经

批准可提取坏账准备金的纳税人，除另有规定者外，坏账准

备金提取比例一律不得超过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5‰。计提坏

账准备的年末应收账款是纳税人因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

务等原因，应向购货客户或接受劳务的客户收取的款项，包

括代垫的运杂费。年末应收账款包括应收票据的金额。 税法

中对准备金的提取的规定主要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

办法》中其第六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

也不得扣除：存货跌价准备金、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金、长期

投资减值准备金、风险准备基金（包括投资风险准备基金）

，以及国家税收法规规定可提取的准备金之外的任何形式的

准备金。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



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明确：《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十六条

规定，企业可提取5‰的坏帐准备金在税前扣除。为简化起见

，允许企业计提坏帐准备金的范围按《企业会计制度》的规

定执行。 那么企业会计制度是如何规定的呢？ 《企业会计制

度》第十八条第（五）款规定：企业应于期末时对应收款项

（不包括应收票据，下同）计提坏账准备。 《企业会计制度

》第十七条对应收款项是如下界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

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小企业会计制度》财

会[2004]2号对小企业坏账准备金提取的规定和企业会计制度

是一致的：小企业持有的应收票据不得计提坏账准备，待到

期不能收回转入应收账款后，再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但是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企业持有的未到期应收票据不能够收回

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时，应将其账面余额转入应收账款，并

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小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

终了，对其他应收款进行全面检查，预计其可能发生的坏账

损失，并计提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提取及转回

等，应比照“应收账款”科目的相关规定处理。 综上所述，

税法对企业坏账准备金的提取规定如下： 企业坏账准备金的

提取，以企业期末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它应收款

，不包括应收票据）金额的5‰计提。 当然，如果应收票据

到期不能收回转入应收账款后，也就自然可以按应收账款计

提坏账准备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发

生坏账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0]945号）为

了防止关联企业间转移利润，逃避税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关联企



业之间的往来账款不得确认为坏账。考虑到实际经济活动中

，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正常交易，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

问题，总局意见：关联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经法院判决负

债方破产，破产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的负债部分，经税务

机关审核后，应允许债权方企业作为坏账损失在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四十八条 纳税人发生非购销

活动的应收债权以及关联方之间的任何往来账款，不得提取

坏账准备金。（这条已经作废，会计制度规定这两种情况都

可以计提坏账准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坏帐准备提取的基

数包括关联企业的应收款，但关联企业实际发生坏帐损失时

，除上述情况外，不得税前扣除。这里要注意将坏帐准备的

提取基数和准许税前扣除的坏帐损失进行区分。 会计制度规

定坏帐计提有3种方法，但税法规定只能按应收帐款余额百分

比法，可按不超过年末应收款余额的5‰计提坏准备。具体帐

务处理如下： 例：某限责任公司坏帐核算采用备抵法，按年

末应收帐款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帐准备，计提比例为5‰。该

企业第一年末应收帐款余额2000，000元。第二年客户A公司

所欠5000元帐款已超过3年，确认为坏帐；第二年该企业应收

帐款余额为4000，000万元。第三年客户B公司破产所欠帐

款15000元无法收回，确认为坏帐，第三年末，企业应收帐款

余额为3000，000元；第四年，A公司所欠5000元帐款又收回 

，年末应收帐款余额为3500，000万元。A有限责任公司各年

应作的会计分录如下： 第一年末，提取坏帐准备 借：管理费

用 10000 贷：坏帐准备 10000 第二年冲销坏帐 借：坏帐准备

5000 贷：应收帐款___A公司 5000 第二年末，计提坏帐准备：

提取前坏帐准备科目代方余额为贷方5000元。按年末应收款



估计坏帐损失为20000（4000000*5‰），则本年应提坏帐准备

数为15000元。提取后坏帐准备科目代方余额为20000元。 借

：管理费用 15000 贷：坏帐准备 15000 第三年，冲减坏帐 借

：坏帐准备 15000 贷：应收帐款___B公司 15000. 第三年末，

计提坏帐准备：提取前坏帐准备贷方余额为5000元

（20000-15000）。按年末应收帐款余额估计坏帐损失为15000

元（3000000*5‰），，则本年应提取坏帐准备数为10000元

（15000-5000）。 提取后坏帐准备科目代方余额为15000元。 

借：管理费用 10000 贷：坏帐准备 10000 第四年，已确认为坏

帐冲销的应收A公司5000元又收回： 借：应收帐款___A公

司5000 贷：坏帐准备 5000 借：银行存款 5000 贷：应收帐款

5000 第四年末，计提坏帐准备：提取前坏帐准备帐户为代方

余额20000元，按年末应收帐款估计坏帐损失为17500

（35000*5‰）。则本年应冲回坏帐准备2500元（17500-20000

）。冲回后贷方余额为17500元。 借：坏帐准备 2500 贷：管

理费用 2500. 如企业采用其它方法提取坏帐准备，其超过应收

帐款余额5‰的部分，在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时，要按税法规

定进行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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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