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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AD_c44_548576.htm 第十一章 债务重组 一、主要账

务处理 这一章内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涉及到的业务

处理基本上就是日常的业务处理，不管是现金形式偿付还是

非货币性资产偿付都是很简单的处理，只有修改其他债务条

件比较麻烦一些，不过也不是很难。 债务重组，顾名思义就

是要突出重组的意思，重组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清偿方

式和时间会有变化，第二是既然是重组那么债务人和债权人

双方有一定的协议达成，而达成协议最关键的就是债权人要

做出让步，这是债务重组的本质，如果没有让步你想想重组

半天一点好处都没有，谁愿意白折腾呢？所以债务重组的判

断上一定要注意债权人让步这个本质。 什么是让步的？所谓

让步就是债权人不收你那么多钱了，少收一点。关于这点现

金清偿方式和非货币性资产方式很容易判断，因为直接用债

务和付出的资产比较就知道了，比较难判断的是修改其他债

务条件，比如降低利率的做法实际上是少收了利息了，这个

本身就是让步，判断标准就是你将来付出的所有款项折现以

后小于你现在应该还的款项，这就是让步；那么延长偿还时

间的情况，判断也是要计算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是否小于你

现在应该还的金额，这个教材上好像没有多介绍，顶多也就

让你判断一下降低利率的做法，这个显而易见，地球人都知

道。 现金清偿方式 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处理，一般就是直接让

你少还多少钱了，对于债务人少还的部分就是营业外收入了

；对于债权人少收的部分就是营业外支出，一般这种债务重



组的情况肯定不是心血来潮决定的，债务人肯定很早就发现

活不起了，那么债权人知道了一般就要给应收账款计算减值

了，减值怎么计提就是所谓的会计估计，既然是估计肯定有

考虑不到的地方，那么实际上还的钱一般和估计的有出入。

假如说应该收100元，计提了减值20，你估计能收回80，结果

收回了90，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你之前计提的减值太多了

，那么就应该转回减值10；假如说实际收回了70，说明什么

？之前会计太保守了，少估计了减值，因此这个减值就作为

营业外支出处理了。 债务人： 借：应付账款 贷：银行存款 

营业外收入（这个是判断的标志，一般债务重组会出现营业

外收入的情况，代表债权人让步了） 债权人 借：银行存款 坏

账准备 营业外支出（代表收回的小于账面价值） 贷：应收账

款 资产减值损失（代表收回的大于账面价值） 非货币性资产

清偿债务 实际上用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就等于是变相出售这些

非货币性资产，也就是说之前给你的钱那不回来了，债务重

组决定拿东西抵债，这些东西就实际上等于是销售了，这个

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既然是和销售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账务

处理也就没有什么难度了。那怎么计算债务人应该确认的营

业外收入呢？这个就按照正常的销售处理看看能收回多少钱

，然后收回的钱和实际上你欠别人的钱比较，少还的部分就

是你应该确认的营业外收入。比如说一项债务150万，拿了售

价100万的产品还款，另外办公室的电视机被搬走了，账面价

值20万，账务怎么处理？ 债务人： 借：应付账款 150 贷：主

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 固定

资产清理 20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13（这个科目很好记

，就是因为债务重组确认的利得） 债权人： 借：库存商品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固定资产 20 营业外

支出 13 贷：应收账款 150 以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权人也会

有计提过减值的情况，收回的价值小于账面价值的肯定是营

业外支出，大于账面价值的部分就作为坏账准备的转回处理

，道理类似于现金清偿方式的处理。从分录中可以看出来，

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不就是和一般的销售没有区别吗？那

这个分录处理还有什么难度呢？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的债务重

组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包括是延长偿还时间，降低利率等等的

方式，还有附带或有条件的债务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情况，

债权人做出让步是肯定的，债务人一般会确认营业外收入，

这个一定要记住。 延长偿还期限期限的一般不加收利息，因

为时间延长了，不用火上房一样着急还钱了，对债务人来说

不用那么着急了，这就是债务人体会到的让步。从债权人这

里考虑，因为我延长了期限，万一以后有个火上房的事情，

钱不够用了就要和银行借钱，那这个利息支出就是因为债务

重组闹的，所以债权人已经让步了。而且很直观的，就算是

以后不缺钱，但是延长期限这段时间本来是能够存到银行吃

利息的，结果债务人还不起，债务重组了，那么利息收入没

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时间价值的概念，债权人让出了资金的

时间价值。 如果是降低利率的情况，这个也很明显，未来债

务人少支付利息了，那么全部折现回来就相当于是少付出一

部分了，这个很容易理解，不需要过多解释。当然还可能会

有或有支出的情况，也就是说既然是债务重组肯定说明债权

人是不希望债务人破产，考虑再三觉得网开一面比较好，没

准过两天债务人发财了呢？所以但凡是债务重组都是比较看

好债务人的，因此合同里面也许会说明，假如你以后万一发



财了，那还不给我利息肯定不答应，要求把利率提高，怎么

判断是不是发财了呢？一般就是确定一个利润标准，也就是

说你的利润超过多少了就恢复利率；如果没有达到还是低利

率。因为发不发财谁都不知道，因此这个是个或有条件，所

谓或有条件就是说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只有天知道。 有

或有条件的时候，对债权人来说，这个资产指不定能不能收

到，能拿回本钱就不错了，实际收到的时候就当是半路捡钱

包了，因此债务重组后压根不对这个或有的支出进行会计处

理，实际哪天债务人突然发财了，收到多收的利息（或有利

息收入）了，冲减当期的财务费用。债权人重组后对或有支

出不处理不代表债务人也不处理。因为财务谨慎性原则告诉

我们，对于或有条件的利息支出应该进行处理。学习到后面

就会发现，或有利息确认为预计负债是需要条件的，就是说

这个支出你认为他很可能支出的时候才需要确认预计负债，

那债务重组为什么还要确认呢？就是因为债务重组达成的前

提就是说双方对债务人企业的未来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债

务人就觉得或有的利息支出是很可能会支出的，因为当期应

该把或有利息支出确认为预计负债。说白了这就是债务人一

行情愿的事情。实际上从财务谨慎性原则上来考虑，不能多

计资产，那么债权人就不能随便记录这个不切实际的或有利

息收入；不能少记负债，那么债务人就不能隐瞒或有的利息

支出，当然前提还是说这个或有支出符合了很可能的条件了

。 借：营业外支出 贷：预计负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计算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的时候，也就是重组后总要有一个入账价值，

教材中说是要以债务的公允价值入账，什么叫做公允价值呢

？实际上就是把你未来要还的钱折现，当然这个是不包括或



有的利息支出的，那么计算出来的公允价值就是债务的公允

价值。中级涉及的难度不会很大，一般告诉你说实际利率和

约定的利率一致，说明什么？就说明你折现半天其实公允价

值其实就是现在的账面价值了，降低了计算的难度。以后利

润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怎么办呢？那么预计负债需要转回： 

借：预计负债 贷：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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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