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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各项资

产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合理地预计各

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同时企业会计制度又列举了八项资产减值准备

，其计提方法和会计处理不尽相同，下面分别对其说明。 一

、 坏账准备： 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应

收款项进行全面检查，预计各项应收款项可能发生的坏账，

对于没有把握能够收回的应收款项，应当集团坏帐准备。根

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只能采用备抵法核算坏帐

损失。采用这种方法，一方面按期估计坏帐损失，记入管理

费用，一方面设置"坏帐准备"科目，待实际发生坏帐时冲销

坏帐准备和应收款项金额，使资产负债表上的应收款项发映

扣减估计坏账后的净值。 提取坏帐准备时，借记"管理费用"

科目，贷记"坏帐准备"科目。本期应提取的坏帐准备大于其

帐面余额的，应按其差额提取；应提数小于帐面余额的差额

，借记"坏帐准备"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科目。 企业对于确实

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经批准作为坏帐损失，冲销提取的坏

帐准备，借记"坏帐准备"科目，贷记"应收帐款"等科目。 已确

认并转销的坏帐损失，如果以后又收回，按实际收回的金额

借记"应收帐款"等科目，贷记"坏帐准备"科目；同时，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帐款"等科目。 二、 存货跌价准备

：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规定："会计期末，存货应当按照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如果期末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

净值，不需进行帐务处理，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仍按期末账

面价值列示；如果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必须在

当期确认存货跌价损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每一会计期末

，比较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计算出应计提的准备，然后与"存货

跌价准备"科目的余额进行比较，若应提数大于已提数，应予

补提；反之，应冲销部分已提数。提取和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时，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冲回或

转销存货跌价损失，作相反会计分录。但是，当已计提跌价

准备的存货的价值以后又得以恢复，其冲减的跌价准备金额

，应以"存货跌价准备"科目的余额冲减至零为限。 三、 短期

投资跌价准备： 我国投资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要求短期投资

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期末，比较短期投资的成本与市

价，以其较低者作为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采用成本与市价

孰低计价时，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采用按投资整

体、投资类别或单项投资计算并确定计提的跌价损失准备。 

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时，借记"投资收益"科目，贷记"短期

投资跌价准备"科目；如果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有所回升，应

在原计提的跌价准备范围内冲减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借记"短

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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