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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5_B9_B4_E5_c44_70921.htm 一、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的会计处理 企业将其持有的应收账款出售给银行或其他金融

机构，出售以后由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向企业的债务人收款

，这类业务称为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此类经济业务的会计

处理，应当视其保理业务合同是否附追索权分别对待。 如果

保理业务合同中约定，应收账款的出售不附有追索权，即在

所售应收账款到期无法收回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够向出

售应收账款的企业进行追偿，所售应收账款的风险完全由银

行等金融机构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应视为应收账款出让完

成，作如下会计分录： 按实际收到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

”科目，按所售应收账款已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坏账

准备”科目，按所出售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贷记“应收账

款”，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财务费用”科目。 如果保理业

务合同中约定，应收账款的出售附有追索权，即在所售应收

账款到期无法收回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即将原受让的应收账

款退回给企业。由此可见，企业所售应收账款的主要风险并

没有转移给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种保理业务的实质就是以应

收账款作为抵借之条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的一笔银行

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应作如下会计分录：借记“银行存款

”科目，贷记“短期借款”科目。原记录的有关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等科目在款项尚未收到时不做变动，以全面反映企

业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真实情况。 二、未使用、不需用固定

资产的折旧核算及其调整方法 2001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会



计制度》规定，除了下列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外，其他固定

资产都应当计提折旧：（1）房屋、建筑物以外的未使用、不

需用固定资产；（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3

）已经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4）按规定单独估

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2002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会

计准则固定资产》对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的范围缩小到两种

情况：一是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二是按规定

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很明显，《企业会计准

则固定资产》扩大了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范围，将以前不计

提折旧的“房屋 、建筑物以外的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

也纳入计提折旧的范围。《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对《企

业会计制度》规定的这一调整，有利于促使企业充分利用固

定资产，减少和避免闲置的固定资产，夯实企业资产，提高

经济效益。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企业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固定资产》规定，而对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其他未使用、不

需用固定资产由原来不计提折旧改为计提折旧，此项会计政

策变更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相关

项目。如果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数较小，或者会计政策

变更的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的，按照重要性原则和简化核算

的要求，也可以采用未来适用法。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固定

资产》是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企业在编制2002年度

会计报表时尤应注意此项规定的落实到位，并在会计报表附

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说明中予以如实披露。 三、集团

内部转让股权投资形成投资损益的合并报表处理 集团内部所

属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转让长期股权投资所产生的投资损益

，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是否需要对此项投资损益进行抵



消，现行《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中并不明确。例如，某

集团所属甲乙两家控股子公司，甲公司将其持有控股的子公

司A公司（对集团而言是孙公司）转让给乙公司持有。原投

资成本30万元，转让价为40万元，由此在甲公司中产生投资

收益10万元，并在甲公司个别会计报表中反映投资收益10万

元。集团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是否需要对这10万元投资

收益进行抵消？我们认为，集团内部所属控股子公司之间相

互转让长期股权投资，由此产生的投资损益，在编制合并会

计报表时，应当予以抵消。因为这一交易事项，与集团内部

之间转让存货、销售固定资产等交易所形成的损益，在性质

上并无二致，就整个集团而言，这一交易事项也没有增加或

减少整个集团的损益，所以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对此需要

抵消，以真实地反映集团整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在编

制合并抵消会计分录时，如果是投资收益，其会计分录是：

借记“投资收益”项目，贷记“合并价差（长期股权投资股

权投资差额）”或“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项目。到底是

贷记“合并价差（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差额）”还是贷记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项目，要看先期产生投资收益的

具体原因而定。如果是投资损失，则编制相反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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