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会计准则中，债务人转让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资产转让损益，而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之差作为债务重组收益，上述两项收

益分别计入当期损益；债权人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收到

现金、受让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享有股权公允价值、将来应

收金额现值的差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先冲减减值准备），

作为债务重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受让非现金资产按照公允

价值入账。

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债权人，是否会在这一具有让步性的

重组活动中获取重组收益呢？当然不会，债务重组的定义性论

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是，如果债权人在对某项债权提取了

大额坏账准备的情况下，则可能在账面上出现债务重组收益。

这一特殊形式下，又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

例：2006年1月1日，大东公司销售一批产品给红星公司，

价税合计为11 700万元。2006年4月3日，红星公司由于受到自

然灾害影响，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无力偿还货款。基于红星公

司的经营状况，大东公司计提减值准备9 000万元。2007年5月

10日，经双方协商，大东公司同意将红星公司拥有的一项长期

股权投资用于抵偿债务。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为

4 300万元，计提减值准备100万元。大东公司转让该项长期股

权投资发生相关费用10万元，该股权当前公允价值为7 800万

元。假设不考虑其他税费影响。

按照新会计准则，红星公司作会计处理如下：借：应付账

款———大东公司11 70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00万

元；贷：长期股权投资4 300万元，银行存款10万元，营业外收

入———债务重组收益3 900万元（11 700-7 800），投资收

益———股权转让收益3 590万元（7 800-4 300+100-10）。

大东公司作会计处理如下：借：长期股权投资7 800万元，

坏账准备9 000万元；贷：应收账款———红星公司11 700万元，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5 100万元。

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有些不合情理，做出重大让步的大东

公司竟然收获了5 100万元的营业外收益。营业外支出的贷方

相当于营业外收入，实质性损失却变成了账面收入。

无论是在原有利润表格式下，还是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新利润表格式下，营业外支出贷方金

额都将列于营业利润之外。在相关信息披露方面，都要详细反

映这一数据。此外，如果大东公司是上市公司，那么在相关数

据统计与分析时，5 100万元将作为非经常性损益予以扣除。

如果大东公司没有计提减值准备，则会计分录将为：借：

长期股权投资7 800万元，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3 900

万元；贷：应收账款———红星公司11 700万元。

可见，相同的业务内容，会由于会计处理方法的不一致而

产生重大差异。

为还原这一事实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应该对债权人在

债务重组中的会计处理方法予以明确，应该在还原已计提的

减值准备项目后，进行债务重组损失的确认和计量，确保不会

因会计处理方法的不同而影响债务重组损失数额的确认，确

保不同企业间债务重组损失确认口径的一致性，便于会计报

表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基于以上理解，大东公司会计分录调整为：借：坏账准备

9 000万元；贷：管理费用9 000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7 800万

元，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3 900万元；贷：应收账

款———红星公司11 700万元。此时，3 900万元为此次债务重

组业务中的实际损失。无论企业对此是否计提了减值准备，债

务重组损失数额都不变。茵

一、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掖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暂行办法业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叶暂行办法曳冤第十条规定

的应税所得率调整为按下表规定的标准执行院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

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曳渊国税发咱2006暂31

号冤的有关规定执行遥

三、各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尧

地方税务局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袁 在本规定的应税所得

率范围内联合确定本地区的具体应税所得率袁 并报国家

税务总局备案遥

四、本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袁叶暂行办法曳第十

条规定的叶应税所得率表曳同时废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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