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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考点提示] 委托代销商品、售后回购、附有销条件的商品

销售以及以旧换新销售的会计处理。 [经典例题] 正保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保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

用的增值税率为17%。该公司2007年12月份发生如下业务（销

售价款均为不含税价）： 1）12月2日，与B公司签订协议，

向B公司销售商品一批，销售价格为200万元，成本为160万元

，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10万；该协议规定，正保公司应

在2008年5月1日将该批商品购回，回购价为220万元，款项已

收到。 要求分别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①假定商品未发出

，也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②假定商品已发出，并开具

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2）12月3日，与C公司签订协议，委托

其代销商品一批。根据代销协议，C公司代销商品实际售价

的10%收取手续费。该批商品的协议价为100万元，实际成本

为60万元。商品已运往C公司。12月31日，正保公司收到C公

司开来的代销清单，列明已售出该商品的60%，款项尚未收

到。 3）12月5日，采用视同买断销方式委托东方企业销售商

品一批，协议价为500万元，成本为350万元，商品已发出，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正保公司尚未收到款项。 4）12月9日，

向D公司销售Q产品4台，单位售价为50万元，单位成本为35

万元；同时收回4台同类旧商品，每台回收价为1万元，款项

已存入银行。 5）正保公司对其新生产的W产品实行“包退、

包换、包修”的销售政策，并承诺售出的W产品如有质量问



题在三个月内有权要求退货。正保公司2007年12月15日售给

乙公司W产品一批，销售价款共计500万元，成本为350万元

，款项已收存银行。 要求区分下列情况处理：①假定根据以

往的经验，估计W产品的退货率占10%；实际发生销售退回

时有关的增值税税额允许冲减。②假定正保公司无法合理估

计W产品退货的可能性；产品的纳税义务在产品发出时已经

发生。 [例题答案] 1、①借：银行存款 234 贷：其他应付款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 借：财务费用 4 

贷：其他应付款 4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40＋4）×33％ 贷：

所得税费用 （40＋4）×33％ ②借：银行存款 234 贷：其他应

付款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 借：发出商品

160 贷：库存商品 160 借：财务费用 4 贷：其他应付款 4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4）×33％ 贷：所得税费用 （40＋4）

×33％ 2、借：发出商品 60 贷：库存商品 60 借：应收账款

70.2 贷：主营业务收入 6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2 借：销售费用 6 贷：应收账款 6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 贷

：发出商品 36 3、借：应收账款 585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 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5 借：主营业务成本 350 贷

：库存商品 350 4、借：银行存款 230 库存商品 4 贷：主营业

务收入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 借：主营业

务成本 140 贷：库存商品 140 5、①销售时： 借：银行存款

585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5 借：主营国务成本 350 贷：库存商品 350 月末时： 借：

主营业务收入 50 贷：主营业务成本 35 其他应付款 15 ②借：

发出商品 350 贷：库存商品 350 借：银行存款 585 贷：预收账

款 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5 [例题总结与延



伸] 本例题基本包含了几种特殊的销售方式。 对于委托代销

方式销售的。一种是收取手续费方式的代销：在收到代销清

单的时候确认收入。一种是视同买断方式销售。所谓的视同

买断就是形式上和买断类似，但是销售协议中规定了可以退

货，那么其实就成了代销的另一种形式：代销方自主定价。

至于买断方式其实就是实质上的销售了，并不属于买断方式

。所以教材上的对于视同买断区分是否具有退货条件的说法

完全属于多余。 对于售后回购需要注意的是：会计上虽然不

确认收入，但是税法上是对于售后回购作为两个环节处理：

销售和购回。可以说售后回购其实正好说明了税法对于售后

回购的实质上的界定。那么既然税法上是作为销售和购进处

理，那么会计上不确认收入的做法其实和税法形成了处理差

异，那么是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因为会计上把收入

部分当期收入中扣除，但是税法不允许现在扣除，而必须在

回购的产品再次出售的时候扣除，所以这里是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 对于附有退回条件的销售。会计上和税法的处理没有

大的差别。 对于以旧换新方式销售的，税法上仍然是作为两

个环节处理：销售新货和回购旧货。那么收入的确认上和税

法也就不一样了，出现了处理差异问题。但是这里的差异不

属于暂时性差异，因为以后没有转回的说法。 [知识点理解与

总结] 1、代销商品：①在视同买断代销方式的情况下，如果

符合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时，委托方应在发出商品时确认

收入。但若受托方没有将商品售出时可以将商品退回给委托

方，或受托方因代销商品出现亏损时可以要求委托方补偿，

那么委托方在交付商品时不确认收入，委托方在收到代销清

单时确认收入。②在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委托方于收到代销



清单时确认收入。发出商品时通过“发出商品”科目核算。

2、售后回购：采用售后回购方式销售商品的，收到的款项应

确认为负债，通过“其他应付款”核算；回购价格大于原价

格的，差额应在回购期间按期计提利息，计入财务费用。有

确凿证据表明售后回购交易满足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的，

销售的商品按售价确认收入，回购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

。 3、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分期收款销售商品（通常为超过3

年），实质上具有融资的性质，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

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金额。合同价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

差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按照应收款项的摊余成本

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摊销金额，冲减财务费用。如果是不

具有融资性质的，应该是按照实际的收款额确认收入。 4、

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①如果能够合理估计退货可

能性并确认与退货相关的负债，通常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②如果企业不能合理地确定退货可能性，通常在售出商品

的退货期满时确认收入。 5、以旧换新销售：销售的商品按

商品销售的方法确认收入，回收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 [

容易犯错的地方] 1、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如发生在12月份，容

易忘记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售后回购如没有满足收入的确

认条件，如发生在12月份也易忘记按期计提利息。 2、在以旧

换新销售时，回收的商品没有作为购进处理或作购进处理且

计算其进项税额。 3、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在无法合理

估计其退货的可能性时，忽略产品的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②虽能够合理估计退货可能性但在退货时，退的货与原估计

不一致的，容易出现计算错误。 4、代销方式下的销售一定

要注意是否符合收入的确认条件。 [错题举例] 1、如在例③和



②中，其业务都发生在12月份，如遗忘了摊销未实现融资收

益或财务费用，那么就会影响营业利润的计算及每股收益的

计算。 2、在以旧换新中，回收的商品一般作为购进来处理

，但不计算其进项税额。如在例⑤中，如计算了进项税额

（0.68）那么就会虚减其货款。 3、在附有销售条件的销售中

，如无法合理估计商品的退货的可能性，且其纳税义务已发

生，如忽略了，则会少计应交纳的增值税，如例⑥。如在题

目中说明纳税义务没有发生，则不确认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 ②如能可理估计其退货的可能性，但在退货时与原估计不

一致。如在例⑥中，若退货率为5%，则应作如下分录： 借：

库存商品 17.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25 其他应

付款 15 主营业务成本 17.5 贷：银行存款 29.25 主营业务收入

25 也就是说在实退货与原估计不一致时，按实退数增加库存

商品，按实退数的售价计算其销项税额并冲减，按原估计数

冲减其他应付款，按少退（或多退）的增加（或减少）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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