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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或有负债的亏损合同处理之我见

付素芬 莫亚洪（高级会计师）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川中心支公司 陕西铜川 727000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延安 727307）

一、《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或有事项章节中涉及亏损

合同的规定及举例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或有事项》规定，亏损合同

产生的义务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预计负

债。其中，亏损合同是指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

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合同。预计负债的计量应当反

映退出该合同的最低净成本，即履行该合同的成本与未

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两者之中的较低者。

企业对亏损合同进行会计处理，需要遵循以下两点：

①如果与亏损合同有关的义务不需支付任何补偿即可撤

销，企业通常就不存在现时义务，不应确认预计负债；如

果与亏损合同相关的义务不可撤销，企业就存在现时义

务，同时满足该业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和金

额能够可靠计量的通常应当确认预计负债。②亏损合同

存在标的资产的，应当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按规

定确认减值损失，应将超过部分确认为预计负债；合同不

存在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相关业务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

件时，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为说明问题，《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中举了一

个涉及亏损合同的例子：

乙企业20×7年12月1日与某外贸公司签订一项产品

销售合同，约定在 20×8年 5月 15日以每件产品 150元的

价格向外贸公司提供 1万件A产品，若不能按期交货，将

对乙企业处以总价款30%的违约金。由于这批产品为定制

产品，签订合同时尚未开始生产，但企业开始筹备原材料

以生产这批产品时，原材料价格突然上升，预计生产每件

产品需要花费成本 175元。假设乙企业产品成本为每件

175元，而销售为每件 150元，每销售 1件亏 25元，不考虑

预计销售费用，共计损失 25万元。如果撤销合同，则需交

纳45万元的违约金。因此，这项销售合同变成一项亏损合

同。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1）乙企业应当按照履行合同所需成本与违约金中

的较低者（25万元）确认一项预计负债。借：营业外支出

25；贷：预计负债 25（以下简称会计分录1）。
（2）待相关产品生产完成后，将已确认的预计负债

（25万元）冲减成本。借：预计负债25；贷：库存商品25。
二、笔者的不同看法

1. 对“合同不存在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相关业务满

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时，应当确认预计负债”这一条款的

看法。笔者认为这个条款的表述不够全面，没有考虑到与

标的资产直接相关的材料的减值准备这个因素。因此，应

表述为：“合同不存在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相关业务满足

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时，应当确认预计负债；预计负债的计

量时应当考虑是否有与标的资产直接相关的材料；若期

末存在与标的资产直接相关的材料，应当对与标的资产

直接相关的材料进行减值测试并按规定确认减值损失，

将超过部分确认为预计负债。”

主要理论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规

定，材料存货的期末价值应当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

现净值与成本的比较为基础加以确定，分以下两种情况：

①对于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

的可变现净值预计高于成本，则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

本计量。这里的“材料”指原材料、在产成、委托加工材料

等，“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中的成本是指产成品的生产

成本。②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

低于成本，则该材料应当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很显然，上述实例符合后一种情况，应

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 对上例会计处理的看法。

第一，笔者认为，上述实例中，所作的会计分录1是不

恰当的，并没有考虑存货跌价准备这个因素，在例题中应

加上“不考虑存货跌价准备”的字样，其会计分录才是正

【摘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待执行合同变为亏损合同时，其会计处理涉及或有事项和存货。然而，企业

会计准则对亏损合同的规定不够明晰，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本文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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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理由同上。

第二，上述实例中，若考虑存货跌价准备这个因素，

其会计分录如何处理？承上述实例，假设：乙企业生产全

部A产品共需原材料 100万元；①截至 20×7年 12月 31
日，乙企业存货中没有与A产品直接相关的原材料（简称

“第①种情况”）；②截至20×7年12月31日，乙企业存货中

与A产品直接相关的原材料库存金额为 50万元，期末可

变现值为45万元（简称“第②种情况”）；③截至20×7年12
月 31日，存货中与A产品直接相关的原材料库存金额为

100万元，期末可变现值为90万元（简称“第③种情况”）。

第①种情况下，乙企业应当按照履行合同所需成本

与违约金中的较低者（25万元）确认一项预计负债。会计

分录为：借：营业外支出 25万元；贷：预计负债 25万元。

第②种情况下，乙企业应首先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将超过部分确认为预

计负债。借：资产减值损失 5万元；贷：存货跌价准备 5万

元。借：营业外支出 20万元；贷：预计负债 20万元。

第③种情况下，同第②种情况一样，乙企业应首先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将

超过部分确认为预计负债。借：资产减值损失10万元；贷：

存货跌价准备 10万元。借：营业外支出 15万元；贷：预计

负债 15万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合同不存在标的资产的亏损

合同相关业务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时，应当确认预计

负债”这个条款的表述不够全面。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
号——存货》的规定，应当考虑到与标的资产直接相关的材

料的减值准备这个因素，建议规定的表述修改为“合同不

存在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相关业务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

件时，应当确认预计负债；预计负债的计量时应当考虑是

否有与标的资产直接相关的材料；若期末存在与标的资

产直接相关的材料，应当对与标的资产直接相关的材料

进行减值测试并按规定确认减值损失，将超过部分确认为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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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时投资方采用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巫翱荔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成都 611130）

【摘要】被投资企业回购股份时，由于其单位净资产价值与回购价格差异，回购后将导致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

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发生变动，其与回购前所享有份额差额该做何处理？有人认为应调增（或调减）“长

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同时增加（或减少）“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本文就此做一探讨。

【关键词】股份回购 投资方 权益法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股份回购，笔者以为该业务反映了被投资企业

回购行为，同时也反映了投资企业股份出售行为。造成上

述回购前后享有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差额的原因有两方

面：一是投资企业出售股份价格与享有被投资企业单位

净资产价值差异，二是被投资企业注销已回购的股份使

净资产减少导致其享有的权益变动。因此，投资企业需对

这两个不同业务实质分别进行会计处理：一是对所出售

部分股份的行为进行会计处理，二是根据权益法核算要

求对被投资企业注销已回购的股份导致其享有的权益变

动重新计算享有权益份额并进行会计处理。

证监会《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规定：“对于原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持股

比例下降后对被投资单位仍具有重大影响，剩余投资仍

应按照权益法核算。其中，出售部分股权导致持股比例下

降的，实际取得价款与按出售股权比例计算应结转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由于被投

资企业是向投资企业回购股份的，回购致其相对持股比

例下降，表明投资企业作出了减少投资决定，因此，投资

企业要根据这一规定，在回购股份时确认股权处置损益。

另外，被投资企业注销已回购的股份时将导致投资

企业享有其净资产份额增、减变动，此时应根据权益法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