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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展的观点看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变化

李红艳

渊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云南安宁 650300冤

《企业会计制度》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一）》明确规定：坏账准备

的计提方法通常有账龄分析法、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个别

认定法等，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由企业自己确定，但一经确

定，不得随意变更。

很明显，这四种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但为什么自 2007年以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初级

会计实务》和辅导教材及考试真题中都不提这几种方法呢？笔

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1. 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各有优劣，每个企业应根据自身

应收款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采用哪种或哪几种计提方法。有

些方法虽然可以继续使用，但不一定是现行会计准则所提倡的。

在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下，各年度末的坏账准备余额

和应收账款余额相配比，保持了一定的计提比率，并在资产负

债表中以其净额计入资产总额。账龄分析法将企业的应收账

款按账龄长短进行分组，分别确定不同的计提百分比估算坏

账损失，使坏账损失的计算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和账龄分析法一样在计提坏账准

备时，在考虑了该账户原有的余额后再做出调整。这两种方法

都是站在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估计坏账，注重的是期末坏账

准备应有的余额，使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能更合理地按

变现价值评价。但是，期末的应收账款并不都是本期的赊销产

生的，可能含有以往年度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采用这两种方

法计算出的坏账费用就不能完全与本期的销售收入配比。

采用销货百分比法，在确定各年度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

额时，并不需要考虑坏账准备原有的账户余额。由于这种方法

主要是根据当期利润表上的销货收入来估计当期的坏账损

失，因此坏账费用与销货收入能较好地配比，比较符合配比原

则。但是由于计提坏账时没有考虑到坏账准备以往原有的账

户余额，如果以往年度出现坏账损失估计错误的情况就不能

自动更正。

个别认定法区别于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和销货百分比

法的主要特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坏账准备计提的依据不

再是销货总额或赊销总额，而是客户的信用状况和偿还能力；

二是计提坏账准备时不再是所有的欠款客户都用一个相同的

比例，而是信用状况不同其适用的比率也不同。只有调查清楚

了每个客户的信用状况和偿还能力，再据此确定每个客户的

计提比率和欠款数额，才能准确核算坏账准备。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对于单项

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应当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单项金额

非重大的应收款项，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定减值损失，

计提坏账准备。由此可以看出，个别认定法是现行企业会计准

则所提倡的一种方法。

2. 目前计提坏账准备的这几种方法并不完美，都存在一

定的缺陷，这是它们不被提倡的最主要的原因。现行企业会计

准则明确规定，应收款项属于金融资产，并且“有客观证据表

明该应收款项发生了减值的，应当将该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

减记至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而上述方法中没有哪一种方法

算的是现值，它们都要求期末估计一下未来可能收不回来的

应收款项金额，将其作为本期应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但未来

应收款项金额是终值，并不能代表企业现在的损失和资产的

贬值程度。按终值而非现值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使企业期末应

收款项的计价和当期利润有一定程度的失实，造成低估企业

的资产和利润。

正是因为按上述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坏账准

备是终值非现值，与现行会计准则里的要求不符，因此 2010

年的《初级会计实务》考试辅导教材中明确规定：由于企业发

生坏账损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只能以过去的经验为

基础，参照当前的信用政策、市场环境和行业惯例，准确地估

计每期应收款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从而确定当前减值损失

金额，计入当前损益。企业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应当

在合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同时，合理选用折现利率。折现利

率可以使用初始确认该项应收款项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

对于采用浮动利率的应收款项，可采用合同规定的现行实际

利率作为折现率。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超过一年的应收款项，不能再简单地

以刚才上面提到的四种方法来计提坏账准备了，要合理选择

折现利率。只有短期的应收款项，如果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与其现值相差很小的，在确认相关减值损失时，可不对其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才可以选用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

等四种方法来计提坏账准备。

由此可见，将来计提坏账准备必定会利用折现率合理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上述四种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目前的

使用只是一个过渡，其今后的使用范围会越来越小，且最终被

淘汰，因此也就没必要再在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辅导教

材《初级会计实务》中一一介绍了。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