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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特点：  ① 紧扣我国最新颁布的相关法规、制度，特别是财务与会计方面的法规、制度的精神
，密切关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财务管理改革的新动向，尽量吸收国外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最新研
究成果，努力反映现代企业制度对财务管理的要求，体现教材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② 充分考虑高职高专会计学专业学生的生源状况、培养规格和教学特点，努力在知识结构、难易程
度、语言表达等方面作出特别的安排和设计，以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可接受性。
  ③ 既注意全面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又努力与我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和会计专业技术职务全国统一考试的内容相衔接，体现教材的完整性和广泛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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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是指企业为取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原材料、物品等而按照购货合同规
定，预先支付给供货方的款项。
预付账款是商业信用的一种形式，它所代表的是企业在将来从供应单位取得材料、物品等的债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应收账款具有类似的性质。
但预付账款产生于企业的购货业务，应收账款产生于企业的销货业务，而且二者在将来收回债权的形
式也不相同。
    为了总括地反映企业按照购货合同规定预付给供货方的款项，企业应设置“预付账款”科目进行核
算。
该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借方登记企业向供货方预付、补付的款项，贷方登记企业收到所购物资的应
付金额、退回多付款项以及转出的款项；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反映企业实际预付的款项；期末如为
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补付的款项。
企业应按供应单位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预付款项情况不多的企业，也可以不设置“预付账款”科目，将预付的款项直接记人“应付账款”
科目的借方。
但在期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需分别填列“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项目。
    预付账款按实际付出的金额人账。
企业按购货合同规定预付款项时，按预付金额借记“预付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收到所购物资时，应根据发票账单等列明的应计人购人物资成本的金额，借记“物资采购”、“
原材料”、“库存商品”等科目，按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科目，按应付的金额，贷记“预付账款”科目。
补付款项时，借记“预付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退回多付的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预付账款”科目。
    [例8]  A企业2001年5月6日根据合同规定向B企业预付甲商品的货款20000元，8月6日收到甲商品，其
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40000元，增值税6800，8月10日向B企业补付货款。
以上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企业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5月6日预付货款时：  借：预付账款——B企业    20000    贷：银行存款   
20000    8月6日收到商品时：    借：物资采购4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800 贷：预
付账款——B企业46800    8月10日补付货款时： 借：预付账款——B企业    26800   贷：银行存款    26800   
期末，预付账款按历史成本反映。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或者因供货单位破产、撤销等原因已无望再收到所购货
物的，应将原已记人预付账款的金额转入其他应收款。
企业应按预计不能收到所购货物的预付账款账面余额，借记“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转入”科目，贷记
“预付账款”科目。
除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的预付账款外，其他预付账款不得计提坏账准备。
二、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是指除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
。
主要包括：①应收的各种赔款、罚款；②应收出租包装物的租金；③应向职工收取的各种垫付款项；
④不设置“备用金”科目的企业拨出的备用金(向企业各职能科室、车间等拨出的备用金)；⑤存出的
保证金，如租人包装物支付的押金；⑥预付账款转入；⑦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
        为了反映和监督其他应收款的发生和结算情况，企业应设置“其他应收款”：科目。
该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借方登记发生的其他各种应收款项，贷方登记收回的各种款项，期末借方余
额，反映企业尚未收回的其他应收款。
该科目应按其他应收款的项目分类，并按不同的债务人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但是，企业拨出用于投资、购买物资的各种款项，不得在本科目核算。
    企业发生其他应收款时，按应收金额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有关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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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各种款项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其他应收款”科目。
    企业应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其他应收款进行检查，预计其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并计
提坏账准备。
第四节  坏账损失    一、坏账损失的确认    坏账是指企业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的应收款项。
由于发生坏账而产生的损失，称为坏账损失。
    企业确认坏账时，应具体分析各应收款项的特性、金额的大小、信用期限、债务人的信用和当时的
经营情况等因素。
一般来说，企业对有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如债务单位已撤销、破产、资不抵债、
现金流量严重不足等，根据企业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厂长)办公会或类似机构批
准作为坏账损失。
    应当指出，对已确认为坏账的应收款项，并不意味着企业放弃了其追索权，一旦重新收回，应及时
人账。
    二、坏账损失的核算    坏账损失的核算方法有两种：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
其中，直接转销法是指在实际发生坏账时，将坏账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注销应收款项；备抵法是
指按期估计坏账损失，形成坏账准备，当某一应收款项全部或部分被确认为坏账时，应根据其金额冲
减坏账准备，同时转销相应的应收款项金额的一种核算方法。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只能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
        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分析各项应收款项收回的可能性，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
损失。
对没有把握收回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由企业自行确定。
企业应制定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明确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提取方法、账龄的划分和提取比例，按
照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报有关各方备案，并备置于企业所在地。
以供投资者查阅。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如需变更，仍需按上述程序，经批准后报送有关各方备案，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在确定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时，企业应考虑如下因素：    1．以前与债务单位发生业务往来形成的经
验；    2．债务单位目前的实际财务状况；    3．债务单位现金流量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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