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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4_548577.htm 第十三章 收入 一、主要账务处

理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收入确认其实就是会计上的事情，为什

么这么说？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是发票开出去了就

应该确认收入了，审计上也以发票来作为收入确认的标志之

一。其实大多数情况是对的，但是不一定都正确。发票是税

务局用来控税的票据，也就是说有这个凭证时时处处监视你

的交易，那么我想征收的税款肯定也就跑不了，所以这个税

务局拿来控税的东西怎么就成了你收入确认的标志了呢？发

票管理办法是告诉你要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时候开发票，

所谓纳税义务时间实际上和会计上确认收入的时间，但是有

的会计平常核算并不十分规矩，发票早开和晚开的情况就是

家常便饭，那么收入确认时间肯定和发票时间就不一样了。

该什么时候确认收入就应该什么时候确认，和发票一点关系

都没有，大家要明确这个问题。 除了有些会计平常不太规矩

以外，另外就是税法和会计确认收入本身就不太一样的，比

如说分期收款确认收入，会计上比较心急，火上房似的就一

下子确认收入了，税法则比较稳重：你不是分期吗？我看你

平常也没有多少钱，那就在你每次收到款的时候确认收入吧

，发票可以每次都开，也可以一次开具，不过如果要一次开

具，那么税务就说了：对不起，一次开发票了那就一次交税

吧，谁让你不懂规矩。 关于收入的确认条件：主要的一个是

商品的风险已经转移，就是说取得收款全力，发货单已经发

出了，一旦发货单发出了，这个产品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实



际上就是人家购买方的东西了，所以确认不确认收入和这个

东西在哪里放着也没有关系。至于计量上有问题的地方无非

就是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确认销售这个情况，其他的情

况基本没有什么难点。 售后回购 售后回购直观上来理解其实

就和典当差不多，就是先把东西卖出去，拿到钱急用，然后

一定时期之内把东西赎回来，所以就和典当一样的人道理，

售后回购不是专门为了销售东西，而是为了筹钱急用，说白

了就是挂着仰头卖狗肉，但是会计准则可眼里不揉沙子，明

眼人都知道其实你就是为了筹钱，往远了说是典当，往近了

说是质押贷款，所以本质上是属于融资的行为，那么肯定是

不能确认收入的，股东也不是傻子，就这样倒手一下，掐指

一算，没有现金净流入，还多付出了利息（售价和回购价的

差额），谁强烈要求确认收入谁肯定不正常。但是税法上可

不这么好说话，只要你有经济活动就要求你纳税。经济学上

有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是生产工人累死累活的工作一天创

造1000元GDP，而你把自己的彩电卖给了你的另据，比如说

这个彩电是2000元，那么你就不费吹灰之力创造了2000元

的GDP收入，当然这只是一个讽刺了，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税法上就是按照这种实质上的经济交易来判断纳税的，因

为税务局根本没有闲工夫去查你是不是售后回购，不会费工

夫去调查你为什么后来又把东西买回来，所以税务局只能是

把你无情的拆散为销售和购买两个过程，因为税务局担心大

家都把销售做成售后回购那就没有人交税了，所以只能是错

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因此售后回购在销售环节就要纳税了

。有人要问，那我这个东西售后回购一下交税，那如果真的

销售了会不会再交税？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东西已经征



过税了，你再折腾也不会再纳税了，所以征税只有一次，不

会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 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财务费用（售价和回购

价格差额摊销） 贷：其他应付款 借：发出商品 贷：库存商品

对售后回购来说，会计和税法很明显是存在处理差异的，那

就是会计上当期不确认收入，但是税法上确认收入；会计上

以后真的销售的时候确认收入了，但是税法不确认了，这个

就是属于时间问题，对于售后回购当期来说，会计上不想确

认但是税法要求确认，所以形成的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

谓可抵扣就是说以后是可以抵扣的，也就是说以后你真正销

售的时候这笔收入可以让你扣除。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售

价－成本）×25％ 贷：所得税费用 当然对于购进环节来说，

税法上是按照实际购买价格确认购进成本的，会计上是对于

回购价格和售价之间的差额，也就是你实际上付出的利息部

分，确认为财务费用了，这个很容易理解。所以这里会有差

异：税法作为成本核算，会计作为费用核算，成本是什么意

思？就是你不销售税法不让你扣除，但是财务费用代表当期

扣除了，这个也是时间性差异，很明显税法当期不允许扣除

，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当然中级不要求了解的这么深入

，只要会做账务处理就可以了。对于售后回购了解清楚这个

融资本质就可以了，那么既然是融资肯定就不能确认收入。 

分期收款销售商品 分期收款销售会计上比较实质重于形式，

所以一次性确认了收入，但是税法上认为你当时没有收到钱

，所以为了保证税款万无一失，会在你实际收到款项的时候

让你纳税，这样更保险一些，当然发票也会要求你分期开。

有时候会计上为了省事，对于整体的东西就一下子全部开具



发票了，这个时候税务局就不管那么所了，他会认为你既然

是一次开发票了，肯定是收到钱了，你弄个分期的合同分明

是想诈我，所以税款肯定是一分不少的全部缴纳。现在的会

计核算更倾向于体现你实际上有多少资产了，对于你实际上

收到多少钱不是很关心，这就是说你现在很有能力但是不一

定有钱，可以说是给了个相对公平的评价了，所以会计上一

次确认收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里需要注意一个情况：

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因为时间长了，不得不

考虑时间价值，也就是说你这笔钱本来可以放到银行吃利息

，就算是利率再低，架不住咱时间长啊，所以利息金额也比

较客观，因此对是否具有融资性质给了个三年的界限来判断

。 三年以上的肯定是相当于是个长期借款和融资行为了，那

么会计上就要考虑摊余成本计量，每次收到的款项不一定就

是你的实际收入，还需要用实际利率来衡量一下。实际利率

怎么计算呢？很简单：就是你以后收到的现金全部折现，加

起来等于现在这个产品的公允价值，计算促会来的实际利率

就是你这个融资行为能够获得的实际报酬。如果这个报酬比

存银行划算，你肯定会去做。实际利率摊销就涉及到摊余成

本计算，当期摊销的计算，实际上只要你知道了“持有至到

期投资”实际利率摊销，那么分期收款销售的实际利率法就

是手到擒来。可以这样来类比：“长期应收款”相当于“持

有至到期投资－成本”，“未实现融资收益”相当于“持有

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那么摊余成本＝长期应收款－未

实现融资收益，那么以后每期都收回一定的钱，这不就是分

期收回本金的债券吗？所以计算的方法就完全等同于持有至

到期投资了，因此这里的摊余成本计量并不是新的知识，而



是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延伸，现在如果你不明白就返回去看看

金融资产，好好搞明白，否则债券等都会搞不清楚。计算当

期的摊销＝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期末摊余成本＝期初

摊余成本＋摊销－收回的本金。 借：长期应收款 贷：主营业

务收入 未实现融资收益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借

：未实现融资收益 贷：财务费用 税法和会计肯定是存在差异

的，也就是会计上当期确认收入了，但是税法分期确认收入

，所以形成的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也就是说应纳税就是以

后需要多纳税，本期不用确认那么多收入。如何确认递延所

得税中级上就不要求了，这里也不做讨论了，心里有这样一

个概念就可以了。 二、其他相关知识点 收入确认还有几种比

较特殊的，比如建造工程和劳务工程按照进度确认收入等等

，委托代销分为收取手续费方式和视同买断方式，都是在收

到代销清单的时候确认收入。所谓视同买断就是说并不是买

断，只是形式上和买断差不多，但是保留了退货的权利，那

肯定见单收钱再确认收入保险了，万一对方卖不出去还会退

回来。另外一个就是买断：所谓买断就不是所谓的代销了，

对方直接买走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就可以一次

确认收入了。收入里面是暂时性差异最多的地方，如果大家

仔细留意会发现很多地方会计和税法处理都有差异，所谓的

差异就是时间性的差异，殊途同归，最终大家都是一条路，

只是快慢不同，所以才叫暂时性差异，因为暂时性差异的本

质在会计和税法的处理差异上，所谓的计税基础的确定方法

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税前可以扣除的金额，会计上扣除了多

少你肯定清楚，税法上扣除多少就不一定了，因此问题的关

键在于了解税法和会计的处理差异，不懂的就看看税法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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