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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

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

（1999 年 10 月 26 日财政部发布）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以下简

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发布并实施一年多来，我们收到了

各方面的来信、来函，就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实施范围会计处理提

出了意见，对此，经研究，现对《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补充规定

如下：

一、关于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适用范围

公司（无论是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境内发行外资股

的公司，还是其他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均应按照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对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境

内发行外资股的公司规定的提取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

货跌价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要求，计提相关资产的损失

准备。

公司应当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合理地确定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的计提方法，除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的要求，以及

这种变更能够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更

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等情况下可以变更会计政策外，计提方法

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更，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变

更的内容和理由、变更的影响数等。

二、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

公司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下同）是否能

够作为一项资产，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上，应当按照资产的定义予以

合理地确认和计量。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提取比例等由公司自

行确定，但在确定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时，应当根据公司以往的经

验、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的情况，以及其他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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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合理地估计。除有确凿证据表明该项应收款项不能收回，或收

回的可能性不大外（如债务单位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

足、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短时间内无法偿付债务

的，以及其他足以证明应收款项可能发生损失的证据和应收款项

逾期 5 年以上），下列各种情况不能全额提取坏账准备：

1. 当年发生的应收款项，以及未到期的应收款项；

2. 计划对应收款项进行债务重组，或以其他方式进行重组

的；

3. 与关联方发生的应收款项，特别是母子公司交易或事项产

生的应收款项；

4. 其他已逾期，但无确凿证据证明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

公司对于没有把握能够收回的应收款项，不能不计提坏账准

备。

公司对于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应查明原因，追究责任。对有

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如债务单位已撤销、破

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等，根据公司的管理权限，经股东

大会或董事会批准作为坏账损失，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

对公司的坏账损失，只能采用备抵法核算。

在“资产负债表”上，将“ 其他应收款”项目移至“ 应收账款”

项目下，“应收账款净额”改为“应收款项净额”。其他应收款计提

的坏账准备，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于“坏账准备”项目内，并在会

计报表附注中说明。

公司除按《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应披露坏账准备的

计提方法等外，还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分项披露如下事项：

1. 本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或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较大的

（计提比例一般超过 40% 及以上的，下同），应说明计提的比例以

及理由；

2. 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或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较

大的，但在本年度又全额或部分收回的，或通过重组等其他方式收

回的，应说明其原因，原估计计提比例的理由，以及原估计计提比

例的合理性；

3. 对某些金额较大的应收款项不计提，或计提坏账比例较低

（一般为 5% 或低于 5% ）的理由；

4. 本年度实际冲销的应收款项及其理由，其中，实际冲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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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产生的应收款项应单独披露。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处理

公司按本规定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应采用追溯调整法。原

按应收账款余额的 30 —50 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司，按本规定改为

其他计提方法或仍按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但改变计提比例的，

此次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其后，如公司再改变坏账准备的计

提方法和比例，则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公司的短期投资期末

原按成本计价的，按本规定改为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存货原按成

本计价的，按本规定改为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长期投资原

未计提减值准备，按本规定改为计提减值准备的，一律作为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按本规定变更会计政策采用追溯调整法的，其会计处理按

《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

规定执行。

四、《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与已发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不

一致的，或《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所涉及的概念未说明具体

运用方法的，如公允价值等，均按相关具体会计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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