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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_E5_9D_8F_E

8_B4_A6_E5_87_86_E5_c44_71305.htm 税法与《企业会计制度

》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规定不尽相同，使得一些企业在会

计核算与缴纳税款方面出现了差错，引发了不必要的麻烦。 

相关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的坏账损失，原则上应按实际发

生额据实扣除，也可以按规定自主提取坏账准备金，除另有

规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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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只能采用备抵法核算坏

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计提比例由企业自行确定。 

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的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前应如何处理

？举例说明如下：某企业第一年年初应收账款余额为零，年

末应收款项余额为2000000元；第二年年末余额为800000元；

第三年年末余额为600000元，其中当年发生坏账损失6000元；

第四年年末余额为零。已知企业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10‰，

所得税税率为33％。该企业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

。根据上述资料依不同年度计算出坏账准备并作相应账务处

理和纳税调整。 计提坏账准备的计算公式为（不考虑收回已

核销的坏账因素）： 公式①：会计上本期应提取的坏账准

备=当期按应收款项计算应提取坏账准备金额－本科目的贷方

余额，负数表示企业减提的坏账准备；公式②：税法上本期

按税法规定提取的坏账准备=期末应收账款余额×5‰－（期

初应收账款余额×5‰－本期实际发生的坏账）；如果公式①

－公式②为正数，其差额表示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如果公

式①－公式②为负数，其差额表示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1.



第一年计提坏账准备：2000000×10‰=20000（元）。 借：管

理费用20000 贷：坏账准备20000。 按税法规定提取的坏账准

备：2000000×5‰=10000（元）；递延税款=（20000－10000

）×33%=3300（元）。 借：递延税款3300 贷：应交税金应交

所得税3300。 2.第二年计提坏账准备：800000×10‰

－20000=-12000（元）。 借：坏账准备12000 贷：管理费

用12000。 按税法规定提取的坏账准备：（800000－2000000）

×5‰=-6000（元）。 分析：会计上减提坏账准备会增加利

润12000元，而按税法规定只应增加利润6000元，所以企业应

调减应纳税所得额6000元，结转递延税款=6000×33%=1980（

元）。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1980 贷：递延税款1980。 3.

第三年发生坏账损失6000元，应冲销已提坏账准备。 借：坏

账准备6000 贷：应收账款6000。提取坏账准备：600000×10‰

－（8000－6000）=4000（元）。 借：管理费用4000 贷：坏账

准备4000。 按税法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600000×5‰－

（800000×5‰－6000）=5000（元）。 分析：会计上提取坏

账准备会减少利润4000元，而按税法规定应减少利润5000元

，所以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1000元，结转递延税款=1000

×33%=330（元）。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330 贷：递延税

款330。 4.第四年应收账款余额为零，应冲销尚未转销的坏账

准备0－6000=-6000（元）。 借：坏账准备6000 贷：管理费

用6000。 按税法规定应冲回坏账准备：0－600000×5‰=-3000

（元）。 分析：会计上冲销坏账准备会增加利润6000元，而

按税法规定只应增加利润3000元，所以应调减应纳税所得

额3000元，结转递延税款=3000×33%＝990（元）。 借：应交

税金应交所得税990 贷：递延税款990。 从上例可以看出，当



应收账款余额为零时，递延税款实现了对等性转销，这也说

明坏账准备提取比例超过5‰的部分属于时间性差异。另根据

国税发〔2003〕45号文件规定，允许企业计提坏账准备金的

范围按《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因此自文件执行之日

起，会计与税法在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即坏账准备的计提

口径）上不再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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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