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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A_B5_E6_B3_95_E4_c42_588420.htm 企业因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等经营活动发生的应收款项中，有可能日后偶发新的

特殊情况，难免有些账款收不回来，造成经营损失。税收与

会计，对这部分经确认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应收款

项，称为坏账；由于发生坏账而引起（产生）的损失，称为

坏账损失。企业该如何确认坏账并计提和转回坏账准备，又

如何按税法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为此，笔者现就生产或商

贸型企业“坏账”事项、采用“备抵法”下的处理方法与调

整为例（不考虑“直接转销法”处理），简要阐述该项会计

处理与调整过程．便于正确计税。本文不包括日后期间销售

退回，债务方依法破产等涉及到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日后

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一、坏账处理的确认 一般来讲，企业

应收款项（账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确认为坏账，并

作为坏账处理。会计上规定：（1）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

其破产或遗产偿债后，确实不能收回；（2）因债务单位撤销

、资不抵债或现金流量严重不足，确实不能收回；（3）因发

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债务单位停产而在短时间内无法偿

付债务，确实无法收回；（4）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

超过3年，经核实无法收回。 税法上规定：（1）债务人被依

法破产、撤销，其剩余财产确实不足清偿的应收账款；（2）

债务人死亡或依法宣告死亡、失踪、其财产或遗产确实不足

清偿的应收账款；（3）债务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

，损失巨大，以其财产（包括保险赔款等）确实无法清偿的



应收账款；（4）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经法院裁决，

确实无法清偿的应收账款；（5）逾期3年以上仍未收回的应

收账款；（6）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核销的应收账款。 二、

“备抵法”核算坏账 “备抵法”，一般在坏账损失实际发生

前，依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按期估计坏账损失，并同时形成坏

账准备，当某一应收账款全部或部分被确认为坏账时，应根

据其金额冲减坏账准备，同时转销相应的应收账款金额。计

提时，将其转作当期损益，借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

失”，贷记的金额记入“坏账准备”，是一种对坏账处理的

方法。该方法认同了应收账款存在收不回来或收回的可能性

极小；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较为客观地反映企业应收

款项的账面价值，避免或消除虚列资产，能够真实地反映企

业财务状况；同时将估计的坏账损失计入当期损益，防止企

业虚盈实亏，有利于加强企业经营与财务管理，加快资金周

转。 在会计处理上，需设置“坏账准备”账户，该账户是“

应收款项”的备抵账户。其账务处理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

（1）资产负债表日，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处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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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销应收款项的处理；（3）已确认并转销的应收款项以后

又收回的处理。上述应收款项主要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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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准备与损失原则相

关规定 会计上规定，企业应当定期（一般来讲指中期及年末

）或者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各项应收款项进行全面检查和

核实，并根据“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合理地预计各项应收

款项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应收款项损失．应



当计提坏账准备。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由企业自行确定

，坏账提取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除应报经批准备

案外，还应在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坏账损失的估计方法主

要有销货百分比法、账龄分析法、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和

个别认定法。企业不得通过计提坏账准备设立秘密准备，否

则应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进行处理。企业应采用“备抵法”核

算坏账损失，按期估计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同时，还

规定对下列各种情况不能全额计提坏账准备：（1）当年发生

的应收款项；（2）计划对应收款项进行重组；（3）与关联

方发生的应收款项；（4）其他已逾期，但无确凿证据表明不

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对于坏账损失转回，一般来说，流动资

产计提坏账准备是可以转回的。 税法上规定，纳税人发生的

坏账损失，原则上应按实际发生额据实扣除，也可提取坏账

准备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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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部分，可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已在核销的坏账收回时

，应相应增加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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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坏账准备金的年末应收账款是指

纳税人因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务等原因，应向购货方客

户或接受劳务的客户收取的款项，包括代垫的运杂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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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之间往来账款不得确认为

坏账。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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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方企业可以作为坏账损失在税前扣除。 四、举例 现



就生产型企业采用“备抵法”对企业坏账的会计处理、以“

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为例，简要阐述坏账计算与账务处

理过程。 例[1]：大华有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用应

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于每年年末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5

‰（假定与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比例相同，不考虑其他

纳税调整事项）。大华公司各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资料如下

：第一年年未为400万元；第二年年末为450万元；第三年年

末为420万元；该公司第四年十月份发生坏账损失1.8万元，第

四年年末为500万元；第五年三月份收回第四年十月份发生的

坏账1万元，九月份发生坏账损失3.7万元，第五年年末数

为480万元。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大华公司各年年末应计提坏

账准备金数额如下： 1.第一年年来应提数=400×5‰=2（万元

） 会计处理如下（计提坏账准备时）： 借：资产减值损

失20000 贷：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准备20000 2．第二年年末应提

数=450×5‰-2=0.25（万元） 会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

损失2500 贷：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准备2500 3．第三年年末应提

数=420×5‰-2.25=0.15（万元） 会计处理如下： 借：坏账准

备应收账款准备1500 贷：资产减值损失1500 4．第四年10月发

生坏账损失，应冲销已提坏账准备 会计处理如下（实际发生

坏账时）： 借：坏账准备应收账救准备18000 贷：应收账

款xx公司18000 同时，第四年年末应提坏账准备=500×5

‰-0.3=2.2（万元） 会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22000 

贷：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准备22000 5，第五年3月收回第四年10

月发生的坏账 会计处理如下（已确认并已转销的坏账以后收

回时）： 借：应收账款xx公司10000 贷：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准备10000 同时， 借：银行存款10000 贷：应收账款xx公



司10000 或， 借：银行存款10000 贷：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准

备10000 第五年9月发生坏账损失，应冲销已提的坏账准备 会

计处理如下： 借：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准备37000 贷：应收账

款XXX公司37000 第五年年末应提数=480×5‰ 0.2=2.6（万元

） 本项计算应提数加2000元，是因为第五年年末计提坏账准

备时“坏账准备”账户出现了借方余额2000元，应予以补提

。 会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26000 贷：坏账准备应

收账款准备26000 现就一家商贸公司采用“备抵法”对企业坏

账的纳税调整为例，为简便起见，不列示会计分录，直接通

过计算形式，进行纳税调整。 例[2]红星商贸公司，根据会计

信息的质量要求，需要按应收账款期未余额的3%提取了坏账

准备金。2005年年末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180万元，2006年实

际发生坏账损失1.5万元，2006年度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250万

元。该公司均按会计制度进行了相关账务处理，并补提了坏

账准备金。假定税法规定的坏账准备金提取比例为5‰，所得

税税率为25%，本例中，不考虑该公司自行核算实现的利润

数及所得税优惠税率。根据上述资料，纳税调整的计算过程

如下。 （1）会计提取坏账准备金额=250×3‰-180×3%

1.5=3.6（万元） （2）税法应提取坏账准备金额=250×5

‰-180×5‰ 1.5=1.85（万元） （3）坏账准备应调增应纳税所

得额=3.6-1.85=1.75（万元） （4）红星商贸公司本项2006年应

纳税额=1.75×25%=0.4375（万元） 【把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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