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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国营企业
“
坏帐损失

”
的会计处理

卢 青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中，
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非常关心我国国营企业现行的
会计核算制度与国际惯例如何接轨的问题。 就处理
企业的应收帐款坏帐损失问题， 许多专家和同行早
巳提出采用 “备抵法” ，市财政局在 “ 关于企业财
务制度改革意见 “ 一文中也巳明确提到： “企业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 逐年按上一年末应收帐款余额的
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提取坏帐准备， 计入管理费
用 “ 。 而笔者认为， 任何会计制度的改革都必须考
虑到我国的国情，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 采用
“备抵法 ” 的条件尚不完全成熟。 本文就这一问题

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与读者共同探讨。

一、 “各抵法 ” 的应用有其相应的环
境和条件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坏帐和呆帐这两个不同的、
容易混淆的概念。 呆帐是指那些由千种种原因而长
期无法收回的应收帐款。 这是目前我国企业中普遍
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从宏观角度来看， 企业与
企业之间因此而结成一个债务链， 就是我们日常所
指的 ＂三角债 ” 问题。 它的持点是欠帐单位承认债
务， 只是由于自己的债权无注及时收回或其他因素
而缺少偿还债务的资金。 它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我
国目前的有关法律机制尚不完善。 而坏帐则是指那
些已经明确确认的无法收回的应收帐款。 这里所指
的明确确认一般是指有法律依据（如对方企业已经
申请或被宣布破产的有关法律文件、 喳事会的有关
决议、 法院的仲裁文件等）的认定。 坏帐产生的直
接原因是： （1）对方企业在竞争中失败， 被宣布
破产从而无法偿还货软； （2）不法人员或机构的
诈骗行为，（8）商业或贸易纠纷等。 其中， 对方
企业的破产倒闭是产生坏帐的最重要的因索。

“备抵法“ 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被普遍接受和
采用， 是受其相应的环境和条件影响的：

（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着激烈的市场
竞争，商业信用高度发展， 甚至泛滥， 同时又由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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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的法律较为完善，所以每天都
会有大量的企业因竞争失败而破产， 企业因此而产
生的坏帐就有其必然性和频繁性。 由于认识到未来
可能发生的坏帐费用是来自当期的除销， 所以， 运
用 “备抵法” 预先计提坏帐费用， 并将此冲抵当期
的收益以在当期收益中得到补偿， 可以减少坏帐发
生时对企业的压力， 从而增加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
能力。 在这种环境下， 这样的做法， 符合西方会计
准则中收入与费用合理配比的原则。

（二）企业私有化是 “ 备抵法” 运用的制约因
素。 在采用 “备抵法 ” 时， 当期的收益与当期实际
发生的坏帐损失并无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 当期的
收益无法直接反映坏帐的实际发生数， 而当坏帐在
被确认发生时就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发生了真正的损
失。 因此， 需要对此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因为
企业私有化， 使企业的产权有明确的监督者和受益
者， 企业的财产安全和利益与资本家、 代理者的切
身利益、 名誉等密切相关， 这个因素决定了企业不
可能轻易放弃债权， 这也就意味着坏帐的产生是被
动的， 迫不得巳的， 而不会是企业主动放弃而产生
的。

二、 目前我们不宜在国营企业中推广
使用 “ 各抵法 ”

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是否恰当，会给一个企业
甚至整个国家带来一定的影响。 笔者认为， 目前我
国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对坏帐损失不宜采用 “备抵
法 ” 。 这是因为目前运用 “备抵法 ” 的条件尚不成
熟。

第一， 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环境比较稳
定， 目前甚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 不可能出现频
繁的、 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情况。 这是因为： ＠尽管
竞争日趋激烈， 商业手段也越来越灵活多变， 但是
企业的商业信用规模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即使出
现了高度膨胀的趋势， 国家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或范围内进行行政干预和控制， 以维护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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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例如， 我国

曾先后数次对 “三角债 ” 进行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清

欠工作。 ＠我国的银行能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

干预。在我国 ， 银行等金融机构除了个别的如交通

银行等之外， 盐本上属千国家垄断的行业 ， 它除

了进行贷放款业务及结算业务之外， 还具有监督企

业经济活动的职能。 ＠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

主导的作用， 它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国家对一些管

理不善、资不抵侦的企业会采用一些诸如兼并、转产

的措施加以整治 ， 而不会轻易让其破产倒闭。就其

他类型的企业来石， 由于经营不善而被宣布破产的

企业也微乎其微。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1991年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实施了三年零一个

月，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共252件，

而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仅57家。 又如上

海的一家大型机床生产企业 ， 在近几年的经营活

动中， 能有法律依据而被确认的坏帐仅一起。 在这

种情况下即坏帐实际很少发生的情况下， 就应采用

帐务处理较为简单的 “直接转销法” 。 因为如采用

“备抵法”
，

一方面企业的坏帐备抵数的累积将可

能非常之巨， 另一方面坏帐的实际发生数又微乎其

微因而使会计报表中应收帐款项目下面的坏帐备

抵数非常庞大， 甚至还可能会使两者相抵的结果出

现红字。 “ 备抵法” 在目前情况下运用的展大缺陷

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第二， 虽然我国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在转变 ，

股份制企业在不断地增加 ， 然而国有资产的比例在

企业中仍占有绝大多数。 由于目前企业中产权界限

不明确， 尤其是国营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无法具体人

格化（全民队有或国有资产实际上是一个很抽象的

概念）， 企业的财产安全与效益无法与所有者的利

益直接相连， 因此所有者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直接监

督和控制的能力明显弱千私有制企业。 在这种情况

下，若把 “ 坏帐损失 ” 处理方法中的控制与监督过

早地纳入 “ 企业行为 “ 中去，任何对坏帐损失的处

置都可能导致国家财产的损失。

第三 ， 由千历史的原因， 尽管我国目前的有关

法律（如企业法、破产法等）巳逐步建立 ， 但其完

整性、严密性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存在着

很大的差距 ， 同时在执行过程中， 也因为各种因素

的制约而不能尽如人意。

第四， 坏帐准备的提取无论是采取 “ 粕售百分

比法” 还是 “应收帐款帐龄分析法 ” ，都必须在收入

实现方面得到确认。 国际惯例通常核货物权是否转

移和收取货坎的权利是否取得来确定销售收入的；；；；

现 ， 而我国是按不同的结算方式来确定销售收入的

实现 ， 如采用托收承付方式的要等货款取得后为销

售实现。 实际在执行过程中， 各地悄祝也不一致 ，

有些企业委托收款按销售实现处理 ， 有些则不作销

售实现处理。 总之， 收入的确认没与国际惯例相一

致， 企业就有可能随意对销售收入进行确定， 人为

惆正应收帐款，异化了应收帐款实际内容，扩大坏

帐准备金。

第五 ， 由于 “备抵法 ” 下的当期收益不直接反

映坏帐的实际发生情况， 监督环节薄弱，祛律上的

不完善 ， 改革的不配套， 企业就有可能人为地确定

坏帐准备金的提取数， 甚至人为地确认坏帖， 以换

取企业的局部利益，沪个决分子谋取个人利益

有机可乘。而这种对国家财产的随意处置将会造成

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 因此， 采用 “直接转销法 ”

来处理极少数发生的坏帐，在目前来讲仍有其积极

的意义，更有利千直接反映和监督坏帐的实际发生

情况， 保护国家财产的安全与完整。

本文以上的论述并非全盘否定 “备抵注 ＇＇ ，而

仅仅是从目前我国的环境和条件方面说明了运用

“备抵法 ” 的不妥之处， 其更进一步的意义在千选

择会计核算方法时， 尤其是在选用和借鉴西方资本

主义会计中的一些方法时应结合本国的国悄。

石人瑾教授主编《会计实用大全〉〉问世

我校会计学系石人瑾教授主编的＜＜会计实用大全》 一 书， 计250万字， 16开特精装本，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会计领域的各个力面。 特别是木书系

统地介绍了西方财务会计， 有利于读者在学习四方现代会计时进行 “ 接轨” 。 <＜会计实用大

会»全书采用条目形式， 释义准确，内容新颖， 与同类图书相比， 显示出其明显的特色。 本

书是作者长期从事会计研究，特别是西方会计研究的 一份可贵成果 Q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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