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或有事项会计处理原则的应用

【提示】常见的或有事项（第三节讲解）

一、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

【提示】考试方式

常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和所得税相关章节结合

（一）非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形成的现时义务，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时，应作分录：

借：管理费用（诉讼费）

营业外支出（赔偿、罚款支出）

贷：预计负债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二十三章讲解）

（一）非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前期已经合理计提

企业在前期资产负债表日，依据当时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合理预计了预计负债，应当将当期实际发生的

诉讼损失金额与已计提的相关预计负债之间的差额，直接计入或冲减当期营业外支出。

【例题】甲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涉及一项诉讼案件，甲公司估计败诉的可能性为 70%，很可能赔偿的金额为

200 万元。

借：营业外支出 200

贷：预计负债 200

【假设 1】2021 年 10 月 4 日法院作出判决，甲公司支付赔偿 230 万元，甲公司不再上诉，赔偿已经支付。

借：预计负债 200

营业外支出 30

贷：银行存款 230

【假设 2】2021 年 10 月 4 日法院作出判决，甲公司支付赔偿 180 万元，甲公司不再上诉，赔偿已经支付。

借：预计负债 200

贷：银行存款 180

营业外支出 20

（一）非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前期未合理计提

企业在前期资产负债表日，依据当时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原本应当能够合理估计诉讼损失，但企业所作

的估计却与当时的事实严重不符（如未合理预计损失或不恰当地多计或少计损失），应当按照重大前期差错更

正的方法进行处理。

【例题】甲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涉及一项诉讼案件，甲公司估计败诉的可能性为 70%，如败诉，赔偿金额估

计为 200 万元。甲公司实际确认预计负债 50 万元。2021 年 12 月份发现本年的会计差错。甲公司更正会计分

录如下：

借：营业外支出 150

贷：预计负债 150



（一）非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前期无法合理预计未计提

企业在前期资产负债表日，依据当时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确实无法合理预计诉讼损失，因而未确认预

计负债，则在该项损失实际发生的当期，直接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例题】甲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涉及一项诉讼案件，甲公司估计败诉的可能性为 40%，如败诉，估计赔偿金

额不确定。

不做账务处理

【假设】2021 年 12 月 4 日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甲公司支付赔偿 80 万元，甲公司不再上诉，赔偿已经支付。

借：营业外支出 80

贷：银行存款 80

【总结】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账务处理

时点 情形 前期账务处理 与实际发生的差额处理

非资产负

债表日后

事项

前期已经合理计提

借：营业外支出

贷：预计负债

借：预计负债

营业外支出（借差）

贷：银行存款

营业外支出（贷差）

前期未合理计提

借：营业外支出

贷：预计负债

或相反分录

前期无法合理预计未计提 未作账务处理 借：营业外支出

贷：银行存款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二十三章讲解）

二、债务担保

企业对外提供债务担保涉及未决诉讼，分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企业已被判决败诉，则应当按照人民法院判决的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确认为负债，

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借：营业外支出

贷：其他应付款

已判决败诉，但企业正在上诉，或者经上一级人民法院裁定暂缓执行，或者由上

一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等，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已有判决结果合理估

计可能产生的损失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借：营业外支出

贷：预计负债

人民法院尚未判决的，企业应向其律师或法律顾问等咨询，估计败诉的可能性，

以及败诉后可能发生的损失金额，并取得有关书面意见。如果败诉的可能性大于

胜诉的可能性，并且损失金额能够合理估计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将预计担保

损失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借：营业外支出

贷：预计负债



【多选题】桂江公司为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和丁公司提供了银行借款担保，下列各项中，桂江公司不应

确认预计负债的有（ ）。

A.甲公司运营良好，桂江公司极小可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B.乙公司发生暂时财务困难，桂江公司可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C.丙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桂江公司很可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D.丁公司发生严重财务困难，桂江公司基本确定承担还款责任

【答案】AB

【解析】对或有事项确认预计负债应同时满足的三个条件是：（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

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选项 A、B 不满足第（2）个条件，

不应确认为预计负债。

三、产品质量保证

【提示】质量担保费用如果出现实际发生数与预估数相差较大，应及时调整预计比例

【例 11-8】甲公司为机床生产和销售企业。甲公司对买其机床的消费者作出承诺：机床售出后 3 年内如出现

非意外事件造成的机床故障和质量问题，甲公司免费负责维修（含零配件更换）。甲公司 2021 年第 1季度、

第 2季度、第 3 季度、第 4 季度分别销售机床 400 台、600 台、800 台和 700 台，每台售价为 5万元。根据以

往的经验，机床发生的保修费一般为销售额的 1%～1.5%之间。甲公司 2021 年四个季度实际发生的维修费用分

别为 40 000 元、400 000 元、360 000 元和 700 000 元（假定用银行存款支付 50%，另 50%为耗用的原材料）。

假定 2020 年 12 月 31 日，“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科目年末余额为 240 000 元。

（1） 第 1 季度：发生产品质量保证费用（维修费）

借：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40 000

贷：银行存款 20 000

原材料 20 000

应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400×50 000×（1%＋1.5%）÷2=250 000（元）

借：销售费用—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250 000

贷：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250 000

第 1 季度末，“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科目余额=240 000＋250 000－40 000=450 000（元）

（2） 第 2 季度：发生产品质量保证费用（维修费）

借：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400 000

贷：银行存款 200 000

原材料 200 000

应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600×50 000×（1%＋1.5%）÷2=375 000（元）



借：销售费用—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375 000

贷：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375 000

第 2 季度末，“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科目余额=450 000＋375 000－400 000=425 000（元）

（3） 第 3 季度：发生产品质量保证费用（维修费）

借：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360 000

贷：银行存款 180 000

原材料 180 000

应确认的预计负债金额

=800×50 000×（1%＋1.5%）÷2=500 000（元）

借：销售费用—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500 000

贷：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500 000

第 3 季度末，“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科目余额=425 000＋500 000－360 000=565 000（元）

（4） 第 4 季度：发生产品质量保证费用（维修费）

借：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700 000

贷：银行存款 350 000

原材料 350 000

应确认的预计负债金额

=700×50 000×（1%＋1.5%）÷2=437 500（元）

借：销售费用—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437 500

贷：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 437 500

第 4 季度，“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机床”科目余额=565 000＋437 500－700 000=302 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