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赔偿款的会计与税务处理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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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1_BF_E6_AC_BE_E7_c46_537978.htm 现今纳税人在经营过

程中的经济纠纷司空见惯，为了解决这些纠纷，一方可能提

起诉讼，也可能与纠纷对方协商解决，但不管采取何种解决

方法，最终可能以其中一方支付一定的赔偿款而告终。那么

，此情形下，纳税人收到对方的赔偿款应不应该纳税？收到

和支付的赔偿款又应如何进行会计和税务处理？本文为此探

讨如下。 一、纳税情形分析 1、经营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应税

劳务引起的赔偿 （1）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方收到的赔偿款 

对于经营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应税劳务的行为，如果因购买方

违约而由购买方支付给销售方的赔偿款，有观点认为这种赔

偿款必须缴纳增值税，其理由是，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

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又规定：条例第六条所称价外费

用，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

、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包装费、

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

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因此，对于纳税人销售

货物或应税劳务的经营行为，如果因购买方违约而付给销售

方的赔偿款，销售方应该按照上述规定缴纳增值税。 但笔者

认为，上述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分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如果销售方将所销售货物的所有权及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已经转移，合同已经履行，或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



定，销售方的增值税应税劳务已经提供，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已经形成，如果再出现因购买方违约而付给销售方赔偿款的

情况，销售方收到的赔偿款就应该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缴纳增值税。 例如：甲公司已将产品按合

同约定销售给乙公司，但乙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

货款，后双方约定，乙公司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30万元给甲

公司，此违约金从本质上讲就属于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所述的价外费用。对于甲公司而言，收到的30万元应该

开具销售发票给乙公司并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对于乙公

司而言，支付的30万元视情况增加购入存货的购进成本或计

入营业外支出（笔者观点），如果收到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还可以按规定计算抵扣进项税。 第二种情形：如果销售方

所销售货物的所有权及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没有转移

，增值税应税劳务未提供，也就不存在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

劳务的前提，即销售方还没有形成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因此

，在此情形下销售方向购买方收取的赔偿款不存在缴纳增值

税的问题。 例如：因市场行情变化，乙公司不再需要向甲公

司订购的产品，甲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乙公司

赔偿甲公司由此造成的损失30万元。在此情形中，甲公司实

际上没有销售产品给乙公司，收取的30万元赔偿款也不符合

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价外费用的特征，因

此，甲公司收取的此30万元不存在增值税纳税义务，无需缴

纳增值税。所以，对于甲公司而言，其收到的30万元应作为

营业外收入；对于乙公司而言，支付的30万元作为营业外支

出。但必须注意的是，实务中对甲公司为生产所订购产品而

购进的原材料等货物的进项税是否可以抵扣的说法不一，有



人认为可以扣除，也有人认为因没有明文规定故不可以扣除

。笔者认为，如果该批货物用于生产非增值税应税货物，而

且相关损失30万元已经从对方得到补偿，那么，该批购进货

物不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已经抵扣的需作进项税转出。 

（2）购进货物或接受劳务方收到的赔偿款 对于经营增值税

应税货物或应税劳务的行为，如果因销售方违约而由销售方

支付给购买方的赔偿款，由于购买方不存在销售货物或应税

劳务给销售方的情形，也就不存在购买方缴纳增值税的纳税

义务。 例如：甲公司因所销售产品的质量存在问题，购货方

乙公司与甲公司商定，由甲公司支付30万元赔偿金给乙公司

。对于乙公司而言，由于乙公司仅是购买货物而非销售货物

，所以，乙公司收取的30万元不存在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所规定的增值税的纳税义务，无需缴纳增值税，但乙

公司应将此30万元作为所购进货物的抵减额冲减相关产品的

购进成本（对于重新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相应调减增值

税进项税）；对于甲公司而言，所支付的30万元实际上相当

于对乙公司销售货物的折扣或折让，应该按照折扣、折让的

相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此分两种情形： 一是，甲公司可以

依据乙公司退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乙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开

具的《企业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重新开具发票，调

减销售额30万元并相应减少应纳增值税； 二是，如果甲公司

未能索取到退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索取到乙公司主管税务

机关开具的《企业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则甲公司

不能从销售额中减除30万元并少缴税款。 但对商业企业从供

货方取得的赔偿费的问题必须注意两 一是，如果商业企业从

供货方取得的收入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无必然联系，但商



业企业向供货方提供了一定劳务，例如进场费、广告促销费

、上架费、展示费、管理费等，而商业企业是以赔偿款的名

义收取的，则应根据国税法[2004]136号文件的规定，按照营

业税的适用税目税率征收营业税。 二是，如果商业企业从供

货方取得的收入是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如以一定的

比例、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入，而商业企业是以

赔偿款的名义收取的，则根据国税法[2004）136号文件的规定

，应按照对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

金，不征收营业税。 2、经营营业税应税项目而引起的赔偿 

（1）提供营业税应税项目方收到的赔偿款 对纳税人提供营

业税应税项目，如果因受让方违约，提供方从受让方收取的

赔偿款是否纳税的问题，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虽未

有明确规定，但财税[2003）16号文件有明确规定，即“单位

和个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时，因受

让方违约而从受让方取得的赔偿金收入，应并入营业额中征

收营业税。”由此可见，在应纳营业税应税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如果因受让方违约而由受让方支付给提供方的赔偿款，

提供方均需缴纳营业税，而不管营业税应税项目是否已经提

供。另外，双方需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进行相应的财务处理，

即提供方取得的赔偿款应作为营业外收入入账，受让方支付

的赔偿款视情况作增加相关项目的营业成本或作营业外支出

进行账务处理。 （2）接受营业税应税项目方收到的赔偿款 

在纳税人提供营业税的应税项目中，对于接受营业税应税项

目一方因提供方违约而从提供方收取的赔偿收入，因接受方

没有对提供方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

动产，因此不存在接受方缴纳营业税的纳税义务，所以接受



方从提供方收取的赔偿款也无需缴纳营业税。接受方收到的

赔偿款应作为营业外收入进行账务处理，提供方支付的赔偿

款应比照上述折扣、折让的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3、所

得税的考虑 笔者认为，对于纳税人收到的赔偿款，不管是否

需要缴纳流转税，都需要将赔偿款在扣除缴纳的流转税和相

关损失后的净收益并入计税所得额缴纳所得税。但是，如果

涉及按照上述折扣、折让情形进行处理的，必须符合税法的

相关规定，即在发票的收回、开具或重新开具以及《企业进

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的索取等方面必须符合税法规定

，否则，折扣、折让额不可以计算抵减流转税，也不可以减

少计税所得额。 二、需考虑的问题 1、要有合法和合理依据 

对于收到或支付的赔偿款不管是否需要缴纳流转税，都必须

由各方分别提供收取或支付赔偿款的合法、合理的依据。此

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为证明和判断赔偿行为真实存在的

合法、合理的依据；二是作为进行会计和税务处理的合法依

据。笔者认为，这些依据应该是如下几种： （1）法院判决

书或调解书； （2）仲裁机构的裁定书； （3）双方签订的提

供应税货物或应税劳务的协议； （4）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

； （5）收款方开具的发票或收据。 2、防止弄虚作假 在实务

中可能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如一些纳税人可能将支付给对

方的折扣、折让、回扣、佣金或其他性质的返还款等作为赔

偿款支付，以逃避或减轻纳税义务，所以，对于赔偿款真伪

的判断尤为重要。对于判定为虚假的赔偿款，一方面需查明

其真实意图，另一方面还需分析和考虑支付方是否不得扣减

计税额（包括流转税计税额和所得税计税额），以及收取方

是否需要缴纳流转税的问题。 例如：甲公司与乙公司为关联



方，年底双方签订了一赔偿协议，协议注明，因甲公司销售

给乙公司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甲公司需付给乙公司赔偿

款30万元，甲公司出具了由乙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企

业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并由甲公司开具了30万元

红宇发票。实际情况是，甲公司为了将其应税利润转移给免

征所得税的关联企业乙公司而采取的转移利润的行为。该行

为即为弄虚作假的赔偿行为，不但不可以抵减增值税，也不

可以少缴所得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