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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_E2_80_9C_E

9_9A_8F_E8_B4_A7_E8_c44_71206.htm “随货赠送”，是指商

业企业经常采用的一种促销行为：在销售主货物的同时赠送

从货物，这种赠送是出于利润动机的正常交易，属于捆绑销

售或降价销售。法律意义上的无偿赠送是指出于感情或其他

原因而作出的无私慷慨行为。赠送是赠送人向受赠人的财产

转移，但不是出于利润动机的正常交易。《关于加强企业对

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3]95号）对无偿赠送的定

义为，对外捐赠是指企业自愿无偿将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赠送给合法的受赠人用于与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公

益事业的行为。 “随货赠送”与无偿赠送相比，存在以下两

点本质差异： 第一，无偿赠送应按《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的规定：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

货物无偿赠送他人的行为，视同销售货物。而销售主货物、

赠送从货物行为不属于无偿赠送，应属于附有条件、义务的

有偿赠送，类似于成套、捆绑或降价销售，只不过是没有将

主货物与赠品包装到一起，而是分开包装，有时还会允许消

费者选择等值赠品，因此应将此行为界定为销售前的实物折

扣，不适用《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上述规定，即不

能作为视同销售处理，对赠品不能再次征税，对赠送赠品的

价值应作为销售成本的组成部分在所得税前扣除。 第二，对

于赠送财产的质量，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送的财产有

瑕疵的，赠送人不承担责任。受赠人对受赠商品的质量问题

不能完全得到赔偿。而销售主货物时赠送的从货物即赠品如



果出现质量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损害方根据标

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

、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即“

赠送人”应承担完全责任，消费者能够得到完全赔偿。 例如

，某手机厂商为扩大销售，对外宣传购买××型号手机一个

，赠送品牌电池一个。假定手机标价3861元，成本3000元，

电池不标价（实际价值51元），成本20元，则相关的会计处

理为： 借：现金 3861 贷：主营业务收入--××手机3300 应交

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61 借：主营业务成本3020 贷

：库存商品--××手机3000 库存商品--电池20 从增值税的链

条来说，企业生产（销售）手机有对应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

额，但生产（销售）电池只有进项税额而没有销项税额，表

面上不合理，其实电池的销项税额隐含在手机的销项税额当

中，只是没有剥离出来而已。因此对于赠品的进项税额应允

许其申报抵扣，赠送赠品时也不应该单独再次计算销项税额

。 实际工作中应注意，“随货赠送”的销售形式通常应符合

一定的形式要件： 第一，有公司内部销售协议，作为开展活

动的依据，同时明确活动的起止时间； 第二，在发票上注明

赠送物品的名称，赠品价值从商业秘密的角度出发可以不注

明； 第三，在结转销售成本时，必须同步结转主货物与从货

物的价值，并且在数量上保持一致。 总之，企业无论采用什

么营销策略，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销售增加利润，即赚取利

润的本质不会由于改变销售策略而发生变化，“随货赠送”

是有偿捐赠，不属于无偿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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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