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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8_AF_81_E8_c42_588337.htm 问题一：在采用应

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对应收账款提取坏账准备时，究竟需要

提取多少坏账准备？ [案例]：林注册会计师在对甲公司2002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发现，该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

款、预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列示的金额分别为6 400万元

、7 700万元和130万元，但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账户的期末余额分别为8 000万元（借余）、7 700万元（贷余

）和130万元（借余），该公司按应收账款余额的20％计提坏

账准备。行关明细账的期末余额如下：应收账款A10 000万元

（借余）、B2 000万元（贷余）；预收账款甲9 000万元（贷

余）、乙1 300万元（借余）；其他应收款C50万元（借余）

、D80万元（借余）。林注册会计师进一步查明，该公司本

年度提取坏账准备1 600万元（8 000×20％），坏账准备账户

在提取坏账准备前后的贷方余额分别为1 550万元和3 150万元

。 林注册会计师认为，甲公司提取本年度坏账准备的金额应

为710万元，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项目列示的金

额分别为9 040万元和11 000万元。甲公司多计提了坏账准

备890万元，虽然资产价值被低估，但负债价值被低估得更多

，在一定程度上粉饰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果甲公

司不据此调整相关的会计记录，则将被出具带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但甲公司财务总监不愿意接受林注册会计师的意见

，认为他的建议不符合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 评析：林注册

会计师的建议基本符合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但仍然存在不



够严谨的地方。因为在采用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

准备时，除了考虑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外，还必须考虑其他

应收款的期末余额。而林注册会计师计算的坏账准备未考虑

该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可知，

即使甲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不存在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该公司

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1 600万元也是错误的。因为，按应收账

款余额的20％计提坏账准备，是要求累计提取的坏账准备为

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各明细账期末借方余额（未抵借贷方余

额）的20％，而不是简单地按应收账款总账期末余额的20％

提取坏账准备。在计提本期坏账准备时，不但需要确定提取

的比例，还应考虑提取前已有的坏账准备余额、应收账款和

预收账款明细账期末余额的情况。其计算原理如下： （1）

本期应提取的坏账准备=期末应保留的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账

户在提取前的贷方余额（如果是借方余额，则为“ ”）。其

中：期末应保留的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各明细账借方余额 

预收账款各明细账借方余额）×提取比例。 （2）资产负债

表中应收账款项目列示的金额=应收账款各明细账借方余额 

预收账款各明细账借方余额-坏账准备的期末贷方余额。 （3

）资产负债表中预收账款项目列示的金额=预收账款各明细账

贷方余额 应收账款各明细账贷方余额。 根据案例中资料（假

定其他应收款不存在发生坏账的可能性），具体计算如下：

①期末应保留的坏账准备=（10 000 1 300）×20％=2 260（万

元）；②本期应提取的坏账准备=2 260-1 550=710（万元）；

③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列示的金额=10 000 1 300-2

260=9 040（万元）；④资产负债表中预收账款项目列示的金

额=9 000 2 000=11 000（万元）。 问题二：计提减值准备后的



固定资产，如果日后资产的价值又得以恢复，到底该如何计

算应转回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案例]：SH股份有限公

司由韩会计具体负责固定资产核算业务。该公司从2001年1

月1日起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会计处理，同时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2001年12月20日，该公司购置一项

固定资产，原值1 300万元，确定的折旧年限为8年，预计净残

值为65万元（假定以后也不会发生变化），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提折旧。韩会计对该项固定资产进行模拟核算，假定2005

年12月31日，该设备已经发生减值，预计可收回金额为280.8

万元，应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01.7万元。假定2007年12

月31日，原影响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因素消失，预计可

收回金额为560万元。韩会计计算的应转回的固定资产减值损

失为200.85万元。但其同事黄会计认为有误，黄会计认为，既

然导致固定资产减值的因素已经消失，原计提的减值准备应

予冲回，按照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转回的固定资产减值损

失不得超过原已计提数。 评析：韩会计的计算没错，而是黄

会计错了。黄会计错在对固定资产三个重要概念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和账面净值，以及对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如

何计算折旧的理解上。按现行会计制度及《企业会计准则固

定资产》的规定，固定资产的减值是指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而账面价值是指某科目的账面余

额减去相关备抵项目金额之后的净额；账面余额是指某科目

的账面实际余额，不扣除作为该科目备抵的项目（如累计折

旧、相关资产的减值准备等）；账面净值是指固定资产原值

减去累计折旧后的差额。而且《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规

定，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该固定资产的账



面价值（不是账面余额）以及尚可使用寿命重新计算确定折

旧率和折旧额，但是因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而调整固定资产折

旧额时，对此前已计提的累计折旧不作调整。 因此，当以前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使得固定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时，以前期间已计提的减值损

失应当转回，其转回金额不得超过原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计算如下：应转回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不考虑固

定资产减值情况下的累计折旧-考虑固定资产减值情况下的累

计折旧=（1 300-65）÷8×6-[（1 300-65）÷8×4 （280.8-65）

÷4×2]=926.25-725.4=200.85（万元）；或者=不考虑固定资

产减值情况下的固定资产净值-考虑固定资产减值情况下的固

定资产净值=（1 300-926.25）-（1 300-725.4）=-200.85（万元

）。 问题三：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如何计提其摊销额

？ [案例]：A公司于2001年1月1日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

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2001年1月1

日该公司以银行存款120万元取得一项无形资产（R专利权）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无形资产的有效年限为10年，已使

用1年，A公司估计该无形资产还可使用6年。该公司的胡会计

在进行模拟核算时，假定发生了如下业务：①2002年12月31

日，由于与该无形资产相关的经济因素发生不利变化，预计

可收回金额为25万元；②2004年12月31日，A公司发现，导致

该无形资产减值的因素已消失，预计可收回金额为40万元；

③2005年、2006年，该无形资产未出现减值的情形。 （1

）2003年和2004年分别计提无形资产的摊销（以预计可收回

金额为基数），借：管理费用6.25万元；贷：无形资产R6.25

万元（25÷4）。 （2）减值损失转回金额为：①不考虑减值



因素计算的累计摊销额=120÷6×4=80（万元）；无形资产摊

余价值=取得成本-累计摊销=120-20×4=40（万元）。②考虑

减值因素计算的累计摊销额=20×2 6.25×2=52.5（万元）；无

形资产摊余价值=120-52.5=67.5（万元）。③转回金额（累计

摊销额之差或者摊余价值之差）=80-52.5=27.5（万元）；或

者=40-67.5=-27.5（万元）。④会计分录为：借：无形资产减

值准备27.5万元；贷：营业外支出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27.5万元。 （3）2005年和2006年分别计提无形资产的摊销

（以预计可收回金额为基数），借：管理费用20万元（40÷2

）；贷：无形资产R20万元。 （4）2006年12月31日转销该无

形资产（冲减无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

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27.5万元；贷：无形资产R2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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