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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债务重组业务，《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

组》（以下简称“债务重组准则”）与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和

《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核算方法有所不同，本文拟作

以下比较与分析。

一、债务重组准则与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两者的差异集中体现为：譹訛债务重组准则引入公允价值

概念，债务人、债权人均以公允价值作为债务重组入账价值的

计量属性；《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则是以账面

价值作为债务重组入账价值的计量属性。譺訛债务重组准则将

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中“因债权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豁免或者

少偿还的债务计入资本公积”的做法，改为将债务重组收益计

入营业外收入。

1. 债务重组准则的规定。以现金清偿债务、非现金资产

清偿债务、债务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等方式进行的债

务重组，债务人应当以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

值、债权人享有股份的公允价值、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务的

公允价值冲减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债权人享有股份公允价值总额与股本（或者实收资

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债权人应当以收到的现金、

接受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享有股份的公允价值、修改其他

债务条件后债权的公允价值冲减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两者

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以现金

清偿债务、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债务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

务条件等方式进行的债务重组，债务人应当以支付的现金、转

让的非现金资产账面价值、债权人享有股份的账面价值、修改

其他债务条件后债务的账面价值冲减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余额计入资本公积。债权人应当以收到的现金冲减重组债权

的账面余额，以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的非现金资产、

享有股份的入账价值，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权的账面价

值作为入账价值。债权人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大于实际收到

的现金、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

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二、实例比较与分析

1. 以现金清偿债务。例 1：A企业欠 B企业购货款 10万

元，无法偿还。经协商，B企业同意 A企业支付 6 万元货款，

余款不再偿还。A企业随即支付了 6万元货款。B企业对该项

应收账款已计提 1万元的坏账准备。

（1）按债务重组准则作会计处理。

A企业（债务人）：借：应付账款———B 企业 100 000元；

贷：银行存款 60000元，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40000元。

B 企业（债权人）：借：银行存款 60 000 元，坏账准备

10 000元，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 30 000元；贷：应收

账款———A企业 100 000元。

（2）按《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作会计处理。

A企业（债务人）：借：应付账款———B 企业 100 000元；

贷：银行存款 60 000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0 000元。

B 企业（债权人）：会计处理同（1）。

2. 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例 2：A企业欠 B企业购货款

10万元，无法偿还。经协商，B企业同意 A企业以其账面价值

为 6万元（公允价值 7万元）的库存商品抵偿债务。两企业均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 17%，B企业不再支付增

值税款给 A企业。B企业对该项应收账款已计提 1万元的坏

账准备。

（1）按债务重组准则作会计处理。

A企业（债务人）：借：应付账款———B 企业 100 000元；

贷：库存商品 6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11 900 元（70 000伊17%），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18 100元、———资产转让收益 10 000元。

B企业（债权人）：借：库存商品 70 000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1 900元，坏账准备 10 000元，营业

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 8 100元；贷：应收账款———A企业

100 000元。

（2）按《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作会计处理。

A企业（债务人）：借：应付账款———B 企业 100 000元；

贷：库存商品 60 000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11 900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8 100元。

B企业（债权人）：借：库存商品 78 100元，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1 900元，坏账准备 10 000元；贷：应

收账款———A企业 100 000元 。

3. 以债务转为资本。例 3：A企业欠 B企业购货款 10万

元，无法偿还。经协商，B企业同意 A企业以普通股票偿还债

务，每股面值为 1元，每股市价为 1.2元，A企业以 6万股抵

偿该债务（不考虑相关税费）。B企业对该项应收账款已计提

1万元的坏账准备，将取得的股权按照成本法核算。

（1）按债务重组准则作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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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认为，母公司减少子公司，并与该子公司间存在

内部交易，且仍有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时，这部分未实现的

内部销售利润，已经随着对子公司股权转让、解散清算而得以

实现，也就不用考虑其对集团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

响。2006年 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

报表》（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母公司在

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应当将该子公司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

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新会计准则并未对此前内部交

易的处理问题给予具体规定。

由于减少子公司时，原内部交易抵销与否以及如何抵销

对集团公司的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会计准则、制度又无具体规

定，这无疑给某些集团公司提供了粉饰财务报表的机会。

一、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

例：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52%的股权，2006年 6月 10日甲

公司销售给乙公司售价 3 000万元的产品，成本为 2 100万

元，至 2006年 6月底该批产品仍未对外销售。2006年 7月 1

日甲公司转让 4%的该种股份后仅持有乙公司 48%的股份，失

去了对乙公司的控制权。两公司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简表）

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主营业务利润

加院其他业务利润

减院期间费用

营业利润

加院投资收益

减院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减院所得税

净利润

加院期初未分配利润

减院应付利润

期末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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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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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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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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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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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7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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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

乙公司
（2005年1 耀 6月）

单位：万元

甲公司（2006年）项 目

2 000

1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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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350

330

40

290

90

200

90

290

A企业（债务人）：借：应付账款———B企业 100 000 元；

贷：实收资本 60 000元，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12 000 元，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28 000元。

B企业（债权人）：借：长期股权投资 72 000元，坏账准备

10 000元，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 18 000元；贷：应收

账款———A企业 100 000元。

（2）按《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作会计处理。

A企业（债务人）：借：应付账款———B企业 100 000 元；

贷：实收资本 60 000元，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40 000元。

B企业（债权人）：借：长期股权投资 90 000元，坏账准备

10 000元；贷：应收账款———A企业 100 000元。

4.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例 4：B企业 2003年 12月 31日

应收 A企业账款的账面余额为 127 000元，其中，27 000元为

累计未付的利息，该款项年利率为 9%。由于 A企业连年亏

损，不能偿付应于 2003年 12月 31日前支付的应付账款。经

协商，决定于 2003年底进行债务重组。B企业同意将债务本

金减至 6万元，免去应收利息 27 000元；将年利率从 9%降低

至 5%，并将债务到期日延至 2005年 12月 31日，利息按年支

付。B企业对该项应收账款已计提 1万元的坏账准备。

（1）按债务重组准则作会计处理。

A企业（债务人）：借：应付账款———B企业 127000元；贷：应

付账款———债务重组（B企业）66 000元，营业外收入———债

务重组利得 61 000元。

2004年 12月 31日支付利息时，借：应付账款———债务

重组（B企业）3 000元（60 000伊5%）；贷：银行存款 3 000元。

2005年 12月 31日偿还本金和当年利息时，借：应付账款———

债务重组（B企业）63 000元；贷：银行存款 63 000元。

B 企业（债权人）：借：应收账款———债务重组（A 企

业）66 000元，坏账准备 10 000元，营业外支出———债务重

组损失 51 000元；贷：应收账款———A企业 127 000元。

2004年 12月 31日收到利息时，借：银行存款 3 000元

（60 000伊5%）；贷：应收账款———债务重组（A企业）3 000元。

2005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本金和当年利息时，借：银行存款

63 000元；贷：应收账款———债务重组（A企业）63 000元。

（2）按《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作会计处理。

A企业（债务人）：借：应付账款———B 企业 127 000 元；

贷：应付账款———债务重组（B企业）66 000元，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61 000元。2004年、2005年 12月 31日支付利

息时，会计分录同（1）。

B企业（债权人）会计分录同（1）。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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