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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7_BA_c44_70426.htm 坏账的备抵法处理 （一）原

则体现：谨慎原则 （二）制度要求：企业必须采用备抵法，

但相关的坏账计提诸因素由企业自定。 （三）计算方法： 1.

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 （1）首先计算期末应提足的坏账准

备： 期末应提足的坏账准备=期末应收账款的余额×坏账估

计百分比 （2）结合“坏账准备”目前的余额状况，作如下

调整： ①如果应提足额大于已提足额，则本期应计提两者之

差。 ②反之，则反冲坏账准备。 ③如果“坏账准备”出现借

方余额，则直接计提（期末应提足数 坏账准备的借方余额） 

总之，就是要把“坏账准备”贷方余额调整至期末应提足数

。 2.账龄分析法 （1）在计算上，与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只

在第一步不同，其余完全相同。 即，该方法在认定期末应提

足数时，是以应收账款的账龄为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并

匹配不同的坏账估计百分比来认定期末应提足数。 （2）采

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时，收到债务单位当期偿还的部

分债务后，对账龄的确定是： ①剩余的应收账款不应改变其

账龄； ②存在多笔应收账款且账龄不同的情况下，应当逐笔

认定收到的是哪一笔应收账款； ③确实无法认定的，按照先

发生先收回的原则确定。 [例解1]甲公司于2001年4月1日销售

一批商品给乙公司，含税收入500万元，货款未收；2003年2

月1日又销售一批商品给乙公司，含税收入300万元，货款未

收。2003年3月1日收回货款100万元，但未指明收回的是哪笔

货款，2003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700万元。则账龄列



示如下： 应收账款账龄 应收账款金额（万元） 1年以内 300

12年 0 23年 400（500－100） 3年以上 0 合计 700 3.销货百分比

法 这种方法就是直接按当期的赊销额乘以坏账估计百分比来

认定当期应提坏账损失额，而不需要去结合“坏账准备”来

调整认定。 4.个别认定法 在采用余额百分比法和账龄分析法

时，如果某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与其他各项应收账款存在

明显的差别，可对该项应收账款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

备。 [例解2]甲公司采用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5%%，年初坏账准备余额50万元，本年发生坏账损失10万

元，本年收回上年已核销的坏账8万元，年末应收账款余

额1000万元，其中有一项100万元的应收账款有确凿证据表明

只能收回20%%，计算本年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并作相关

的会计处理。则： （1）年末应保留的坏账准备余

额=900*5%% 100*80%%=125（万元） （2）本年应计提坏账

准备=125（50-10 8）=12548=77（万元） 借：管理费用77 贷

：坏账准备77 4.会计分录 （1）计提时： 借：管理费用 贷：

坏账准备 （2）反冲时： 借：坏账准备 贷：管理费用 （3）

发生实际坏账时： 借：坏账准备 贷：应收账款 （4）收回以

前的坏账时： 借：应收账款 贷：坏账准备 同时： 借：银行

存款 贷：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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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