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应收及预付款项 

知识点四 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 

（一）应收股利的账务处理 

应收股利是指企业应收取的现金股利和应收取其他单位分配的利润。企业应设置“应收股利”科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被投资方宣告发放现金

股利  

借：应收股利  

  贷：投资收益  

实际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润时  借：其他货币资金（上市公司） 

/银行存款 （非上市公司） 

  贷：应收股利  

【例 3-21】甲公司持有丙上市公司股票，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资产）进行管理和核算。2024 年 5 月 11 日,丙上市公司宣告发放 2023 年度的现金股利，甲公司按其持

有丙上市公司股份计算确定的应分得的现金股利为 200 000 元。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甲公司应编制如下会

计分录： 

借：应收股利——丙上市公司 200 000 

       贷：投资收益——丙上市公司    200 000 

【例 3-22】承【例 3-21】,2024 年 5 月 27 日，甲公司收到丙上市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200 000 元，款项已

存入银行。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甲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200 000 

       贷：应收股利——丙上市公司 200 000 

（二）应收利息的账务处理 

应收利息是指企业持有的各类债权投资等已过付息期但尚未收到的利息（含取得金融资产所支付价款中包含

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企业取得债权投资等金融资产时，按照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借：应收利息 

       贷：银行存款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将按票面或合同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 

借：债权投资一应计利息 

       贷：投资收益 

           贷或借：债权投资一利息调整 

对于已过付息期但尚未收到的利息： 

借：应收利息 

       贷：债权投资一应计利息 

企业实际收到应收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利息 

【例 3-23】2024 年 1 月 1日，甲公司取得庚公司同日发行的一批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为 2000 万元，票面年



利率为 5%，于每年年末计息、次年 1月 5日前付息。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确认本年度债券实际利息

收入 100 万元，假定该债券投资不存在折溢价，截至 2025 年 1 月 5日尚未收到该利息。甲公司应编制如下

会计分录： 

（1）2024 年 12 月 31 日，计息时： 

借：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1000000 

       贷：投资收益 1000000 

（2）2025 年 1 月 5日，未收到利息时： 

借：应收利息 1000000 

       贷：债权投资一应计利息 1000000 

知识点五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是指企业除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等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及暂付

款项。 

其主要内容包括： 

1.应收的各种赔款、罚款，如因企业财产等遭受意外损失而应向有关保险公司收取的赔款等； 

2.应收的出租包装物租金； 

3.应向职工收取的各种垫付款项，如为职工垫付的水电费、应由职工负担的医药费、房租费等； 

4.存出保证金，如租入包装物支付的押金； 

【提示】支付押金方：其他应收款；收到押金方：其他应付款 

5.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 

期末，企业应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数，减去“坏账准备”科目中

相关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项目。 

基本账务处理 

1.企业发生各种其他应收款项时 ： 

借：其他应收款 

       贷：库存现金 / 银行存款 / 固定资产清理等 

2.收回其他各种应收款项时： 

借：库存现金 / 银行存款 / 应付职工薪酬等 

       贷 ： 其他应收款等 

应收赔款 

【例 3-24】甲公司在采购过程中发生材料毁损，按保险合同规定，应由 M保险公司赔偿损失 30000 元，赔

款尚未收到。假定甲公司对原材料采用计划成本进行日常核算，甲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M保险公司 30 000 

       贷：材料采购     30 000 

当甲公司如数收到上述 M保险公司的赔款时，甲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30 000 

       贷：其他应收款——M保险公司  30 000 

为职工代垫款 

【例 3-25】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替职工王某垫付应由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5000 元，拟从其工资中扣回。 

甲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1)垫付款时： 

借：其他应收款——王某      5 000 

       贷：银行存款              5 000 

(2)扣款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5 000 

       贷：其他应收款——王某    5 000 

存出保证金 

【例 3-26】甲公司向丁公司租入包装物一批,以银行存款向丁公司支付押金 10 000 元。甲公司应编制如下

会计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丁公司  1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甲公司按期如数向丁公司退回所租包装物，并收到丁公司退还的押金 10000 元，已存入银行。 

甲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10 000 

       贷：其他应收款——丁公司      10 000 

知识点六 应收款项减值 

企业的各项应收款项，可能会因债务人拒付、破产、死亡等信用缺失原因而使部分或全部无法收回，这类无

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就是坏账。  

应收款项减值有两种核算方法，即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 

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收款项减值采用直接转销法。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收款项减值的核算应采用备抵法。 

（一）直接转销法 

采用直接转销法时，日常核算中应收款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不进行会计处理，只有在实际发生坏账时，才

作为坏账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借：银行存款 

        营业外支出——坏账损失 

  贷：应收账款 

直接转销法 

优点：是账务处理简单，将坏账损失在实际发生时确认为损失符合其偶发性特征和小企业经营管理的特点。 

缺点：是不符合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也与资产定义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这种方法下，只有坏账实际发生

时，才将其确认为当期损益，导致资产和各期损益不实；另外，在资产负债表上，应收账款是按账面余额而

不是按账面价值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期末应收款项。 

（二）备抵法 

备抵法是采用一定的方法按期确定预期信用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作为坏账准备，待坏账损失实际发生时，

冲销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和相应的应收款项。 

企业应当设置“坏账准备”科目。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应收款项的账户余额－坏账准备的账户余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