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应收账款减值的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规定，应收账款属于企业拥有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在资产负

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

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

值的客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对该金

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

可靠计量的事项。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应当将该金融资产的

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

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对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

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和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账款，分别进行

减值测试，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减值

损失也称坏账损失。

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应当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

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在这

种情况下要合理预计各项应收账款的未来现金流量，采用一

定折现率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并与该应收账款的账面

价值比较，进而确定是否发生减值损失。对单项金额非重大的

应收账款以及单独测试后未发生减值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

账款应当采用组合方式进行减值测试。通常情况下，可以先将

这些应收账款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再按这

些应收账款组合在资产负债表日所占余额的比例确定减值损

失，计提坏账准备。企业应当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似

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的实际损失率，结

合现时情况确定本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二、应收账款减值的会计处理

有关应收账款减值的会计处理，下面仅以单项金额非重

大的应收账款采用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为例加以说明。

例：天宏企业对A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预计的减值

计提比例为5%。该企业第一年年末A组应收账款余额为250万

元；第二年A组应收账款中客户甲公司所欠9万元账款已超过

3年，确认为坏账，年末A组应收账款余额为241万元；第三年A

组应收账款中客户乙公司破产，所欠2万元账款有1万元无法

收回，确认为坏账，年末A组应收账款余额为240万元；第四年

A组应收账款中客户甲公司所欠9万元账款又收回，年末A组

应收账款余额为240万元。

第一年末提取坏账准备：借：资产减值损失12.5万元（250伊

5%）；贷：坏账准备12.5万元。

第二年甲公司所欠9万元账款已超过3年，确认为坏账：

借：坏账准备9万元；贷：应收账款———甲公司9万元。

第二年年末坏账准备计提前的“坏账准备”科目余额为贷

方3.5万元，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估计坏账损失为12.05万元

（241伊5%），则本年应提取坏账准备数为8.55万元（12.05-

3.5）。提取坏账准备款后“坏账准备”科目贷方余额为12.05万

元。借：资产减值损失8.55万元；贷：坏账准备8.55万元。

第三年乙公司破产，所欠2万元账款有1万元无法收回：

借：坏账准备1万元；贷：应收账款———乙公司1万元。

第三年年末坏账准备计提前的“坏账准备”科目余额为贷

方11.05万元，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估计坏账损失为12万元

（240伊5%），则本年应补提坏账准备数为0 .95万元（12-

11.05）。提取后“坏账准备”科目贷方余额为12万元。借：资产

减值损失0.95万元；贷：坏账准备0.95万元。

第四年已确认为坏账冲销的应收甲公司账款9万元又收

回：借：应收账款———甲公司9万元；贷：坏账准备9万元。借：银

行存款9万元；贷：应收账款———甲公司9万元。

第四年年末坏账准备计提前的“坏账准备”科目余额为贷

方21万元，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估计坏账损失为12万元

（240伊5%），则本年应按其差额冲回坏账准备，冲回数为9万元

（21-12）。冲回后“坏账准备”科目贷方余额为12万元。借：坏

账准备9万元；贷：资产减值损失9万元。

三、应收账款减值的所得税处理

应收账款计提了减值准备后其账面价值随之下降。按照

税法规定，资产的减值在转化为实质性损失之前不允许税前

扣除，即其计税基础不会因减值准备的提取而发生变化，从而

造成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

应收账款减值的会计与所得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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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收账款是企业的重要流动资产，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要对其进行减值测试。本文从新会计准则出发，通过案

例分析探讨了应收账款减值的会计处理与所得税处理。

【关键词】应收账款 坏账损失 会计处理 所得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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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相关规定，资

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及其确认如下表所示：

接上例依据税法规定，企业按照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5译

计提的坏账准备允许税前扣除，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近

年来各年应纳税所得额均为1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25豫。则

上例应收账款减值的所得税处理如下：

第一年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50-12.5越237.5（万

元），应收账款计税基础为250-250伊0.005越248.75（万元）。

由于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因此产生了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1.25万元（248.75-237.5）。则第一年年末

处理如下：借：所得税费用22.187 5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2.812 5万元（11.25伊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5万

元（100伊25%）。

第二年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41-12.05越228.95

（万元），应收账款计税基础为241-241伊5译越239.795（万元）。

由于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因此产生了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0.845万元（239.795-228.95）。则第二年年

末处理如下：借：所得税费用22.28875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2.711 25万元（10.845伊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5

万元（100伊25%）。

第三年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40-12越228（万元），

应收账款计税基础为240-240伊5译越238.8（万元）。

由于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因此产生了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0.8万元（238.8-228）。则第三年年末处理

如下：借：所得税费用22.3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2.7万元

（10.8伊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5万元（100伊25%）。

第四年年末同第三年年末。

相反地，如果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的话，则

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账务处理如下：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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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统下的财务软件采用了一体化设计，大大提高了

其数据信息的综合利用功能，但由于其模块多、关系与流程复

杂，因而在操作时容易出现差错。目前，在ERP系统下的财务

软件中如何正确地进行操作，特别是在操作出错后如何纠正

错误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笔者多

年实际操作财务软件的经验，对操作出错后的纠错处理方法

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方法解析。

一、财务软件操作出错的类型

1援 不可恢复型错误。不可恢复型错误是指一旦操作错误

则无法进行修改与撤销的错误。虽然这种类型的错误较少，但

往往涉及某些关键参数的设置和选择以及重要的业务操作。

例如企业性质的选择、账套启用时间的设置、启用子系统等，

操作一旦完成就无法修改与撤销，只能重新建立另一个账套。

因此，操作者在进行这些容易发生不可恢复型错误的操作时

必须十分谨慎。

2援 可恢复型错误。可恢复型错误是指操作错误时可以进

行修改与撤销的错误。鉴于财务软件灵活、方便的特点，可恢

复型错误出现得比较频繁。例如员工档案的建立、会计科目体

王 玫

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 450015冤

【摘要】基于财务软件操作出错的两种常见类型———不可恢复型错误和可恢复型错误，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实际操作财

务软件的经验和体会，提出了纠错处理的基本原则，并以用友ERP-U8.5为平台结合实例进行了方法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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