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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4_BC_9A_E8_c74_552214.htm 应收及预付款项加

入收藏 应收及预付款项是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

的各项债权，包括应收款项和预付款项。应收款项包括应收

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预付款项则是指企业因购

买商品或劳务等而预先支付给有关单位的款项，如预付账款

等。 1、应收票据 （1）应收票据的核算内容 ①应收票据是指

企业因采用商业汇票支付方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而收到

的商业汇票。 ②商业汇票按承兑人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

银行承兑汇票；按是否计息划分为不带息商业汇票和带息商

业汇票。 ③应收票据到期值计算 不带息应收票据的到期价值

＝应收票据的面值 带息应收票据的到期价值＝应收票据面值 

利息 （2）应收票据的核算 ①取得应收票据时，应借记“应

收票据”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金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②收回到期票款时，不带息票据

按其票面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票据”；

带息票据按收回票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票据账面余

额贷记“应收票据”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财务费用”科目

（未计提利息部分）。 （3）转让票据 应收票据背书转让时

，按实际取得物资成本借记“物资采购”或“原材料”等科

目，按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票面余额贷记“应收票据”，

如有差额，借记或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应收票据不得计

提坏账准备，但是，如有确凿证据表明企业所持有的未到期



应收票据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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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的核算内容：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在正常经营活动中

，因销售产品、商品或提供劳务等，应向购货或接受劳务单

位收取的款项。 （2）应收账款的核算 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

包括销售产品、商品、材料和提供劳务的价款，以及代购货

方垫付的包装费、运杂费等，确定入账价值时应考虑有关的

折扣因素。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规定，企业应

收账款的入账价值应当按总价法予以确认。商业折扣不影响

应收账款的计价。在有现金折扣的情况下，企业应按总价法

入账，实际发生的现金折扣，作为当期财务费用，计入发生

当期损益。 3、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1）预付账款 预付款

项不多的企业，可以不设“预付账款”科目，而直接在“应

付账款”科目核算。但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将“

预付账款”和“应收账款”项目的金额分别反映。 企业的预

付账款，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应将其

金额转入其他应收款，并计提坏账准备，其他预付账款不得

计提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是指除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

其主要内容包括：应收的各种赔款、罚款；应收的出租包装

物租金；存出保证金；备用金；应向职工收取的各种垫付款

项；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 4、坏账的核

算 （1）坏账损失的确认 企业应当定期对应款项进行全面检

查，预计各项应收款项可能发生坏账，对于没有把握能够收

回的应收款项，应当计提坏账准备。 （2）坏账损失的会计

处理 ①坏账损失的核算方法有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两种。我



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只能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

失。 ②期末调整坏账准备（少则补提，多则冲回） 当期应计

提（调整）的坏账准备＝期末应收款项的期末余额×估计比

例-“坏账准备”调整前账户余额（若为借方余额则减负数） 

注意：计算结果为正数补提（借记管理费用，贷记坏账准备

）；计算结果为负数冲销（借记坏账准备，贷记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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