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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6_E8_B4_A6_E6_c45_75022.htm 一、应收账款的入账价

值 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应向购货或

提供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其入账价值包括：价款、增值税

的销项税额和代垫的运杂费包装费用等。 在确认应收账款的

入账价值时，应考虑有关的折扣、折让因素。 (一)商业折扣

与会计记录无关。企业销售商品时，商品价目单上的价格扣

除商业折扣后的净额才是真正的销售价格，按此确认销售收

入和应收账款。 (二)现金折扣与会计记录有关。由于现金折

扣在商品销售后发生，现金折扣会影响应收账款的会计处理

，对于现金折扣有两种方法：总价法与净价法。 1、在总价

法下，应收账款按企业销售商品的全部价格入账。即按未扣

减现金折扣前的实际销售价格作为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 2

、在净价法下，应收账款按企业销售商品的全部价格扣减最

大现金折扣后的净额入账。 例如：企业销售商品价款为10000

元(不考虑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合同规定现金折扣条件为

：2/101/20n/30，则在总价法下应收账款入账价值为：10000元

；在净价法下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 为：10000－10000×2

％=9800元。 二、“企业会计制度”有关坏账损失确认的规

定 (一)企业应当在期末分析各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并预

计可能产生的坏账，并计提坏账准备。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

方法由企业自行决定。企业应当制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明

确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计提方法、账龄的划分和计提比例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有关各方备案，并备置于企



业所在地。 (二)在确定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时，除有确凿证据

表明该项应收款项不能够收回或收回可能性不大外(如债务单

位已撤消、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不足、发生严重的自

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短时间内无法偿还债务，以及3年以上

的应收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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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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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不能收回应收款项。 (三)企业的预付账款，如有确凿证据

表明其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或因供货单位破产、撤消等原

因已无望再收到所购货物的，应当将原计入预付账款的转入

其他应收款，并按照规定计提坏账准备。企业持有的未到期

应收票据，如有确凿证据证明不能够收回或收回可能性不大

时，或者已到期的应收票据不能收回，应将其账面余额转入

应收账款，并计提相应坏账准备。除此以外企业不应对预付

账款和应收票据计提相应坏账准备。 三、坏账准备的核算 企

业会计制度规定只允许采用备抵法。在备抵法下，于每期期

末估计坏账损失，提取坏账准备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实际发

生坏账时不再确认坏账损失，而冲销坏账准备和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坏账损失估计方法有三种，我们在这里只说明

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和、账龄分析法。在应收款项余额百

分比法下，它是以期末应收款项余额的一定百分比，估计坏

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在账龄分析法下，它是以期

末应收款项账龄长短来估计坏账损失的方法。核算时应设置

“坏账准备”科目，其贷方登记计提的坏账准备数额，以及

收回已转销的坏账损失，借方登记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数额

，会计期末时该科目如有余额一般为贷方余额，表示已计提



但尚未转销的坏账准备数额。应特别注意，平时“坏账准备

”科目可能出现借方余额也可能出现贷方余额，但“坏账准

备”科目年末余额一定为贷方余额，并且等于本年估计坏账

损失，即年末应收款项余额乘以估计坏账百分比或根据确定

的方法按各类账龄分别估计的坏账损失。因此各期估计坏账

损失应同账面上原有的坏账准备进行比较，并调整“坏账准

备”科目使之与估计的本期坏账准备相符。为此在核算时应

先确定“坏账准备”科目年末余额，然后在确定本期应计提

的坏账准备数额。具体讲有以下三种： (1)若调整前“坏账准

备”科目为借方余额，应按本期估计坏账损失数额加上调整

前“坏账准备”科目为借方余额作为本期计提坏账准备的数

额。 (2)若调整前“坏账准备”科目为贷方余额，而且贷方余

额小于本期估计坏账损失数额，应按“坏账准备”科目贷方

余额小于本期估计坏账损失数额的差额作为本期计提坏账准

备的数额。 (3)若调整前“坏账准备”科目为贷方余额，而且

贷方余额大于本期估计坏账损失数额，应按“坏账准备”科

目贷方余额大于本期估计坏账损失数额的差额冲减多计提坏

账准备的数额。 无论哪种情况，在调整“坏账准备”科目余

额后，“坏账准备”科目贷方余额应正好等于本期所估计的

坏账数额。 此外，在备抵法下，如果已确认并转销的坏账以

后又收回，则应按收回的数额，先编制“还原”会计分录，

以恢复企业债权并冲回已转销的坏账准备数额，借记“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坏账准备”科目，然

后再编制正常收回款项的会计分录，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贷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科目。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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