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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或有事项会计处

理存在的问题

1. 或有事项的内容不

够明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CAS

13）提到或有资产、或有

负债、预计负债，但未对

或有事项进行明确的分

类，容易导致会计人员将

或有事项理解为或有资

产、或有负债，从而忽略

掉预计负债，引起认识上

的错误。

2. 预计负债的确认

标准不够完善。CAS 13指

出，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义

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淤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

现时义务；于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盂该义务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条件于

仅把“很可能”作为预计负债在经济利益流出可能程度方面

的判断标准，却忽略了“基本确定”。这就很容易使会计人员误

以为只有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大于 50%但小于或等于 95%

时才可能确认预计负债，忽略当可能性大于 95%但小于 100%

时也应确认预计负债。另外，CAS 13对履行该现行义务导致

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进行了精确化的处理，使用概率将其

划分为四个层次。这种用数字来细化的方法简单、易懂，但存

在缺陷，带有很大的复杂性和主观性。

3. 预计负债的计量缺乏可操作性。CAS 13规定，“所需

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相同的，最佳估计数应当按照该范围内的中间值确定”。支出

是一个区间，这在实务中是可见、可判断的，但区间内各种结

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几乎是不可能存在且难以判断的。该项

规定过于理想化，在实际操作中不具有可行性。另外，CAS 13

规定，“在其他情况下，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的，按照最可能

发生金额确定”。这一规定考虑不周全，具有片面性。对于各

可能结果是离散的单个项目，若各可能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

差很大，则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预计负债较为合理，但各

可能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差不是很大或不大，这种做法就不

合理了。

4. 缺乏预计损失的单独记录和披露。CAS 13关于预计

损失的记录是将它计入当期损益。其中，未决诉讼与未决仲裁

在满足条件时，预计损失除诉讼费记入“管理费用”科目外，其

余均记入“营业外支出”科目；产品质量保证在满足条件时，预

计损失记入“销售费用”科目；债务担保、亏损合同、重组义务、

承诺、环境污染治理等在满足条件时，预计损失均记入“营业

外支出”科目。但是按照“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营业外

支出”各科目的核算要求，只有当期实际发生的费用才能计

入，因此将未来很可能或基本确定要发生的损失直接记入“管

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营业外支出”等科目，不符合要求。同

时，CAS 13未规定对预计损失在利润表中进行单独记录与披

露，降低了会计报表信息的质量和完整性。

二、完善或有事项会计处理的建议

1. 明确或有事项的内容和分类。笔者认为，根据或有事

项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应将或有事项分为未来可能导致经

济利益流出企业的义务与未来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

资产这两项内容。前者包括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后者是或有

资产。

2. 将“基本确定”与重要性原则纳入预计负债的判断标

准。笔者认为，应该将“基本确定”也纳入预计负债的判断标

准，即将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于改为“履行该义务很可能或基

本确定将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另外，由于数值略微的变

化就会对财务报告产生影响，因此仅靠数字来判断经济利益

流出企业的可能性是不符合谨慎性原则与重要性原则的。笔

者认为，在预计负债的确认标准中应增加“（4）对企业的财务

报告具有重要影响”。

3. 简化计量方法的前提并对个别计量方法进行细化。笔

者认为，应简化“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的，最佳估计数

应当按照该范围内的中间值确定”这一规定，不必深究范围内

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是否相同。对于各种结果是离散的单

个项目，笔者认为，还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处理：淤对于

各可能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差很大的，应按照最有可能发生

结果确定最佳估计数；于对于各可能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差

不是很大的或不大的，应按照所有可能结果的中间数确定最

佳估计数。

4. 增设“预计损失”项目，在利润表上进行单独记录和披

露。在确认预计负债时，借记“预计损失”科目，贷记“预计负

债”科目。当预计损失实际发生时，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处

理：淤当预计损失的实际发生额与账面金额相等时，按实际发

生额，借记“预计负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

借记“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或“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预

计损失”科目；于当预计损失的实际发生额小于账面金额时，

按实际发生额，借记“预计负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

目，同时，按实际发生额，借记“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或“营

业外支出”科目，按账面金额，贷记“预计损失”科目，差额记

入“预计负债”科目；盂当预计损失的实际发生额大于账面金

额时，按账面金额，借记“预计负债”科目，按实际发生额，贷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差额记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或“营

业外支出”科目，同时，按账面金额，借记“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或“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预计损失”科目。另外，在利

润表上增设“预计损失”项目，用来单独记录预计损失，同时，

在附注中披露企业对预计负债金额与经济利益流出可能性的

判断依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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