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PA资格考试

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及其

所得税费用抵销的会计处理

张志凤

企业取得的资产，首先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

度的规定准确地计价，合理地确定其入账价值。其次，应定

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合

理地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

产损失合理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

备的范围既包括从企业集团外部交易形成的资产，也包括

从企业集团内部交易形成的资产。当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

准备包括对内部交易形成的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时，则涉

及到如何将对内部交易形成的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进行抵

销的问题。本文仅结合 2004年 CPA 考试辅导，探讨纳税影

响会计法下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及其所得税费用抵销

的会计处理。

一、坏账准备及其所得税费用的抵销

在应收账款采用备抵法核算其坏账损失的情况下，某

一会计期间坏账准备的数额是以当期应收账款为基础计提

的。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随着内部应收账款的抵销，与

此相联系也需将内部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抵销，若所

得税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还需将其有关的递延税款

抵销。其抵销程序如下：

首先抵销坏账准备和递延税款的期初数，抵销分录为：

借：坏账准备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贷：递延税款

然后将本期计提（或冲回）的坏账准备及其递延税款数

额抵销，抵销分录与计提（或冲回）分录借贷方向相反。

即：借：坏账准备

贷：管理费用

借：所得税

贷：递延税款

或：借：管理费用

贷：坏账准备

借：递延税款

贷：所得税

例 1：大海公司和长江公司为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所

得税均采用债务法核算，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33%。2004
年 12 月 31 日，长江公司对大海公司的应收账款为 1 000

万元。2005 年 12 月 31 日，长江公司对大海公司的应收账

款为 800万元，长江公司按应收账款余额的 5% 计提坏账准

备。假定长江公司和大海公司按应收账款余额的 5‰ 计提

的坏账准备可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1）抵销长江公司应收大海公司账款期末内部应收应

付账款

借：应付账款  8 000 000

贷：应收账款  8 000 000

（2）抵销坏账准备和递延税款的期初数

借：坏账准备  500 000（10 000 000×5%）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500 000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148 500 [（10 000 000×5% -10 000 000×5‰）×

33% ]

贷：递延税款  148 500

（3）抵销本期冲回的坏账准备和递延税款

借：管理费用  100 000

贷：坏账准备  100 000

借：递延税款  29 700 [（2 000 000×5% -2 000 000×5‰）×33% ]

贷：所得税  29 700

二、存货跌价准备及其所得税费用的抵销

购买企业对内部购买形成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抵销

处理有两种情况：一是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小于或等于存

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存货跌价准备抵

销的数额即为内部存货计提的跌价准备；二是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大于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在这种情况下，

存货跌价准备抵销的数额应以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为限。在纳税影响会计法下，还需将相关的递延税款抵销，

其抵销程序如下：

首先抵销存货跌价准备及其递延税款的期初数，抵销

分录为：
借：存货跌价准备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贷：递延税款

然后将本期计提（或冲回）的存货跌价准备及其递延税

款抵销，抵销分录与计提（或冲回）分录借贷方向相反。
即：借：存货跌价准备

贷：管理费用

借：所得税

贷：递延税款

或：借：管理费用

贷：存货跌价准备

借：递延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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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所得税

例 2：大海公司和长江公司为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所

得税均采用债务法核算，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33% ，存货

期末计价均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2004 年长江公

司出售库存商品给大海公司，售价（不含增值税）2 000 万元，

成本 1 500 万元。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大海公司从长江

公司购买的上述存货中尚有 40% 未出售给集团外部单位，

这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 500 万元。大海公司 2004 年从长

江公司购入存货所剩余的部分，至 2005 年 12月 31 日尚未

出售给集团外部单位，其可变现净值为 700 万元。2005 年

长江公司出售库存商品给大海公司，售价（不含增值税）

3 000 万元，成本 2 000万元。大海公司 2005 年从长江公司

购入的存货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全部未出售给集团外部

单位，其可变现净值为 2 600 万元。
（1）抵销 2005 年长江公司与大海公司间的存货交易及

其未实现利润

借：主营业务收入  30 000 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30 000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0 000 000

贷：存货  10 000 000

（2）抵销 2004 年大海公司计提的未实现存货跌价准备

及其递延税款
借：存货跌价准备  2 000 000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2 000 000

注：2004 年 12 月 31 日大海公司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

售利润为 200 万元（2 000×40% -1 500×40% ），大海公司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为 300 万元（2 000×40% -500），因此应抵

销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200万元。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660 000（2 000 000×33% ）

贷：递延税款  660 000

（3）抵销 2005 年度大海公司计提的未实现存货跌价准

备及其递延税款

借：存货跌价准备  3 000 000

贷：管理费用  3 000 000

注：2005 年购入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400万元（3 000-
2 600）（应全额抵销），2004 年购入的存货转回跌价准备

200 万元（应抵销 100），因此应抵销 300万元。
借：所得税  990 000（3 000 000×33% ）

贷：递延税款  990 000

注：递延税款的抵销只能考虑与抵销的存货跌价准备

有关的递延税款。
（作者单位：北京机械工 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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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
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四）》的通知

财会〔2004〕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国务院有关部委 、有关直属机构，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贯彻落实《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帮助企业正

确理解和运用现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现将《关于执

行 <企业会计制度 >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四 ）》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

答（四）

2004 年 5 月 28 日

附件：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四 ）

最近，我们陆续收到一些企业的来信来函，询问《企业会计制

度》和相关会计准则在实务中的理解和运用问题，现就有关问题解

答如下：

一、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支付的手续费或佣金等发行费

用，减去发行股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后的余额，在股票发行

没有溢价或溢价金额不足以支付上述余额的情况下，能否作为长

期待摊费用分期摊销？
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支付的手续费或佣金等发行费用，

减去发行股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后的余额，如股票溢价发

行的，从发行股票的溢价中抵扣；股票发行没有溢价或溢价金额不

足以支付发行费用的部分，应将不足支付的发行费用直接计入当

期财务费用，不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
股份有限公司在本问题解答发布以前发生的已计入长期待摊

费用尚未摊销完毕的股票发行费用，可继续采用原有的会计政策，

直至摊销完毕为止；自本问题解答发布以后新发生的股票发行费

用，再按本问题解答的规定进行处理。
二、问：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初次投资时产生的

股权投资差额分别借方或贷方进行摊销或者计入资本公积的，因

追加投资产生新的股权投资差额（包括借方或贷方差额，以下简称

股权投资借方差额、股权投资贷方差额），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应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一）初次投资时为股权投资借方差额，追加投资时也为股权

投资借方差额的，应根据初次投资 、追加投资产生的股权投资借方

差额，分别按规定的摊销年限摊销。如果追加投资时形成的股权投

资借方差额金额较小，可并入原股权投资借方差额按剩余年限一

并摊销。

（二）初次投资时为股权投资借方差额，追加投资时为股权投

资贷方差额的，追加投资时产生的股权投资贷方差额超过尚未摊

销完毕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

备）。企业应按追加投资时产生的股权投资贷方差额的金额，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投资成本）”科目，按照尚未摊销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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