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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费附加=C伊5%伊2%=C伊0.1%

从上述税前合同案例预估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5万元，适

用 40%个人所得税税率，速算扣除系数 7 000。则：

个人所得税=（C-5.6%C）伊（1-20%）伊40%-7000=0.30208C原

7 000

税后人民币收入 A伊B=C-5.6%C-（0.302 08C-7 000）=

0.641 92C垣7 000

由此推算得出：

税前人民币收入 C=（A伊B-7 000）衣0.641 92

针对举例计算如下：

开票当天税前人民币咨询收入=（1 000伊10伊6.384 2原

7 000）衣0.641 92=88 549.98（元）

营业税=88 549.98伊5%=4 427.50（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4 427.50伊7%=309.93（元）

教育费附加=4 427.50伊3%=132.83（元）

地方教育费附加=4 427.50伊2%=88.55（元）

营业税及附加税费合计=4 958.81（元）

应纳税所得额=（88 549.98原4 958.81）伊（1-20%）=66 872.94

（元），与预估税率 40%吻合，得出：

个人所得税=（88 549.98原4 958.81）伊（1-20%）伊40%原7 000=

19 749.17（元）

税款合计=4 958.81垣19 749.17=24 707.98（元）

当日售付汇金额=（88 549.98原24 707.98）衣6.384 2=10 000

（美元）

从上述税费计算过程可以对比看出，服务贸易提供方主

体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税前金额合同的签订明显优于税后

金额合同的签订:淤税前金额合同税费计算简单易行，税后金

额合同税费计算相对复杂。于税后金额合同对业务人员办理

税务证明的时间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税前金额合同随时可以

办理缴税，不受缴税时点与售付汇结算时点的限制。税后金额

合同计算税费时需同时兼顾缴税时点即时汇率与售付汇时点

即时汇率差异，如果两者存在时间差，很难保证合同约定税后

金额的支付。这不仅要求主管税务部门熟练掌握售付汇专业

知识，及时受理并出具税务证明，同时要求业务人员尽量保证

主管国、地税部门缴税时点和外汇指定银行售付汇时点的同

步。盂从规范税收管理角度考虑，境内外企业间应签订税前金

额的服务贸易合同，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税费的原则，由境内企

业代扣代缴。要加强与境外企业签订合同过程中的话语权，尽

量避免境外企业的避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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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变脸：看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

【摘要】 2011年年报公布后，很多公司的业绩出人意料地由年初的预计较大盈利变为了亏损，股价也随之急转直下。

这不仅造成了股市的较大波动，而且有可能是公司高层高价套现的陷阱。在这其中，很多公司就是利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

转回来进行利润操纵的。

【关键词】资产减值 利润操纵 坏账准备

石春萍

渊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贵阳 550004冤

一、案例分析

很多公司 2011年的年报报出后，在年初还预计有较好盈

利的，到现在却转为了亏损，股价也因为其财务状况而急转直

下。而究其原因，很多都是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进

行了利润调节。

2012年 3月 17日，某上市公司 2011 年的年报刚刚报

出，其股价就一路下挫，较前期高点下跌了 40%。而在此前的

1 月 31日公司公布业绩预告修正预计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 100

万 ~150万元。

然而就在短短不到两个月后，2011 年正式年报出来，公

司 2011年主营业务利润变为-444.47万元，净利润为-104.05

万元。对其前后短时间内的差异，公司解释道，公司财务部门

原来对应收 A公司剩余应收账款计提了 20%的坏账准备，经

审计后，注册会计师认为由于余款还需 4年才能还清，不确定

性较大，应该按剩余款项 100%计提坏账准备，因此导致公司

2011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业绩预告产生较大差异。

对于这样的解释，其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我们留意到

2012年 1月31日恰恰是该公司股价处于谷底的阶段，这个时

候公司报出良好的业绩预告给投资者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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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股价不断上升。而 2012年 3 月 10 日公司公告延期公布

2011年年报之后，投资者似乎发觉情况不妙，从此股价一路

下滑，直到 3月 17日公司公布 2011年年报后，股价继续下

挫。如下图所示：

2012年 3月 2日，公司公布其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而

加之前期的股价不断上升，可合理猜测有可能是实际控制人

已预知公司业绩不好，为抛售股票而将较好的业绩预告先行

公布，等投资者将股价抬高后，将其所持股票抛售，从中获得

巨大的利润。

在这其中，坏账准备的计提无疑对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有

很大的影响。资产减值对大多数上市公司来说成为调节利润

的秘密仓库：在盈利较好的年头，上市公司往往计提较多的坏

账准备，影响资产减值，从而减少营业利润和净利润，这不仅

可以起到平滑利润的效果，还可以起到节税的作用；在盈利较

差的年头，上市公司往往转回计提的坏账准备，资产减值相应

减少，从而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二、资产减值准则存在可供利润操纵的漏洞

1. 公允价值的确定可能不真实。会计准则中规定了公允

价值确定的优先顺序：淤公平交易中有法律约束力的销售协

议价格；于不存在销售协议价格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应为

市场价格；盂当两者都不存在时，应当以能获得的最佳信息为

基础来确定。在实务中，企业管理层往往可以通过虚假交易来

达到调整公允价值进而调整利润的目的。所以，以公平交易中

销售价格来确定公允价值的规定是有缺陷的。

2. 商誉减值对企业的影响更加灵活。当前对商誉只进行

减值测试，而不按年进行摊销。相比之下，按年摊销比较不易

被操纵，而减值测试的结果则往往带有管理层的主观意愿。商

誉减值的可操作性往往给试图通过企业并购来进行快速扩张

的企业提供操纵利润的机会。

3. 部分资产减值准备可以转回。现行准则只规定长期资

产减值准备不能冲回，而存货、消耗性生物资产、递延所得税

资产、可供出售的债务工具等的资产减值还是可以转回的。因

此，利润操纵空间仍然存在。

4. 上市公司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变相转回。现行准则

针对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操纵的现象，规定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减值准备一经计提，

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适用于其特定准

则。然而，有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利用某些手段变相转回长期资

产的减值准备，以进行利润操纵。

三、防止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建议

笔者认为，企业管理层之所以对资产减值进行

利润操纵，是因为其时效性强。时效性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淤时间短。在本年内计提的减值可以在

认为价值已恢复时在当期转回，而对价值恢复与否

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企业可以在年末时根据

自身状况和管理层的需要进行利润操纵。于效果显

著。由于资产减值在利润表中体现，企业利用资产

减值转回可以对利润产生很大的影响，上市公司可

以在改动很小的情况下对利润进行操纵。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建议：

1. 规定转回的时间。笔者认为可以在有明显证

据表明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的价值已

经恢复的时候，对企业资产减值转回的时间进行规定，不允许

当期转回，而要求企业在规定的年限（如两年）以后才能转回，

可以降低资产减值对利润影响的直接性。这样一方面防止企

业在年末根据自身的利润目标对资产减值进行操纵，另一方

面可以遏制企业随意计提和转回减值准备的行为。而且应规

定，在当年不能确认的资产减值转回信息应当在当年的会计

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2. 规定转回的比率。为防止企业管理层利用计提或转回

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利润操纵，当资产的价值已经恢复时，对

企业的转回比率进行规定。例如，可以规定企业当年转回的金

额不得高于可转回金额的 30%，转回期不少于 3年。这样做增

加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管理层操纵利润的行为。

3. 规定转回的科目。鉴于禁止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

规定，笔者建议对于价值得以恢复的资产，应当允许企业转回

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但是转回不再计入收入，而是记入

“资本公积———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科目，等该资产出售时再

由“资本公积———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科目转入收入科目。一

方面，转回重新升值资产的账面价值，能相对客观地反映企业

的资产价值，符合会计相关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转回的资

产减值准备增加资本公积而不直接影响利润表，可以有效避

免上市公司操纵利润。当相关资产对外出售时，经济利益已经

确确实实地流入了企业，此时再将资产恢复的价值部分增加

企业利润。这样既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又能避免人

为操纵利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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