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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职工福利

许多人认为，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职工福利，只是

一种内部结转关系，不存在销售行为，因此仅需将消费税转入

应付职工薪酬即可。但笔者认为，在核算前应区分该应税消费

品的具体用途，即该职工福利是集体福利还是个人福利。如果

是集体福利，由于该应税消费品仍处于企业的管理控制下，没

有同时符合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两个条件（企业已将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企业既没有保留通

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

施有效控制），因此相关的消费税应与产品成本、增值税销项

税额一同计入应付职工薪酬。而如果是将应税消费品作为非

货币性福利发放给员工，由于同时满足了销售商品收入的五

个确认条件，因此可以将其确认为销售商品收入，则与此收入

相关的消费税应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面通过两个例题进

行说明：

例 1：某汽车制造厂将自产的一辆汽车（气缸容量 3升）
转作班车使用，接送员工上下班。假设同类汽车不含税售价为

400 000元，消费税税率 12%，该汽车生产成本为 250 000元。
分析：由于该汽车的具体用途是接送员工上下班，即用作

员工的集体福利，因此与此汽车相关的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并未转移，公司还将对此汽车实施继续控制和管理，因

此公司不能确认销售收入，但应按《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确认为视同销售行为，计算消费税和增值税销项税额，计入应

付职工薪酬。其会计处理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366 000
贷：库存商品 2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8 000

（400 000伊17%）
———应交消费税 48 000

（400 000伊12%）
例 2：某啤酒厂将自产的 10吨啤酒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

假设该啤酒每吨成本为 3 000元，不含税售价为每吨 5 000
元，消费税为每吨 220元。

分析：企业以自产产品或外购商品发放给员工作为福利，

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规定中的非货币性

福利，同时满足销售商品收入的五个确认条件，因此可以确认

为销售收入，并将相应的消费税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会计

处理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58 5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 000

（5 000伊1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 500

（50 000伊10伊17%）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 2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 200

（220伊1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0 000

（3 000伊10）
贷：库存商品 30 000

二、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无偿捐赠、工程项目或广

告宣传、业务招待等

企业以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无偿捐赠或广告宣传和业务

招待等用途，由于没有相关经济利益的流入不能确认为销售

商品收入；用于工程项目时，由于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没有转移，并且保留了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

权，因此也不能确认为销售商品收入，从而相应的消费税应计

入损益类账户或相关资产成本。其会计处理为：借：营业外支

出（无偿捐赠），消费（管理）费用（广告、招待等），在建工程（工

程项目）；贷：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应交消费税。

例 3：企业将自产的化妆品用于广告宣传，给客户和媒体
免费试用，该批化妆品的生产成本为 30 000元，不含税售价
为 100 000元，消费税税率为 30%。

分析：由于企业将应税化妆品用作广告宣传，没有相关经

济利益的直接流入，因此不能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相关的消费

税应计入损益类账户。其会计处理为：

视同销售行为中消费税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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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会计准则下视同销售行为中的会计核算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其中涉及的消费税记入什么会计科目更是

容易让人混淆。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分析，并提出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核算要求，以收入确认条件来确定视同销售

行为中消费税的归属科目的建议，以供实务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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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销售费用 77 000
贷：库存商品 3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 000

（100 000伊17%）
———应交消费税 30 000

（100 000伊30%）
三、企业以自产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或抵

偿债务

企业以自产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应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依据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能否可靠计量这两个条件能否同时满足，确定是

否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或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资产成

本，相应的消费税则分别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或换入资产的

成本，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企业以自产应税消费品抵债，可适

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的规定，确认相关的

销售商品收入，相关的消费税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

例 4：A公司和 B公司不具有关联方关系，均为一般纳税
人（税率 17%）。2009年 2月 8日，A公司以自产的一台应税
汽车与 B公司的库存商品进行交换。A公司的应税汽车不含
税售价为 500 000元，成本为 250 000元，消费税税率 25%，A
公司换入的商品作为原材料入账。B公司换出商品的不含税
售价为 500 000元，成本为 300 000元，不考虑其他税费。
分析：在这笔经济业务中，由于 A、B公司不具有关联方

关系，并且是不同类资产之间的交换，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

的未来现金流量显著不同，因此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

出汽车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因此 A公司可以换出汽车
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材料的成本。由于可以确认汽

车的销售收入，交换中相关的消费税应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

A公司会计处理为：
借：原材料 5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5 000

（500 000伊17%）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5 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25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25 000

（500 000伊25%）
借：主营业务成本 250 000
贷：库存商品 250 000

假设 A、B公司为关联方且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则 A公
司只能以换出汽车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材料的成本，

相关的消费税计入换入材料的成本。A公司会计处理为：
借：原材料 375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5 000
贷：库存商品 2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5 000

———应交消费税 125 000

四、企业以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投资

企业以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投资的行为很容易与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相混淆，但两者在实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区别。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主要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

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如 A公司为了获得 B公司的
股权，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与持有 B公司股权的 C公司进行
交换。

而企业以自产应税消费品作为投资，既包括上述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行为，也包括直接投资行为。因此这种视同销售行

为的会计处理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中的消费税，应视情况分别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或换入资

产（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在直接投资中涉及的消费税则因

不符合收入确入条件，应直接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例 5：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7%，消费税税率为 10%，甲公司以自产的一批应税消费品投
资于丙公司，取得了其 5%的股权，该批产品的成本为 50 000
元，公允价值为 100 000元。

分析：甲公司将自产应税消费品作为投资提供给丙公司

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投资视同销售行为，是否确认收入，则要看

其是否同时满足收入的五个确认条件。由于投资是具有风险

的，投资的回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不满足“相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收入确认条件，不能确认收入，只

能按成本结转，确认销项税额，相应的消费税则计入投资成

本。其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 77 000
贷：库存商品 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 000

（100 000伊17%）
———应交消费税 10 000

（100 000伊20%）
五、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

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的实质是

发放实物股利，这种视同销售行为同样不能满足“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收入确入条件，不能确认收入，相应

的消费税计入利润分配。

例 6：企业将自产的一批应税消费品作为股利分配给投
资者，该批产品的成本为 200 000元，计税价格为 500 000元，
增值税税率为 17%，消费税税率为 20%。其会计处理为：

借：利润分配———应付投资者股利 385 000
贷：应付股利 385 000

借：应付股利 385 000
贷：库存商品 2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5 000

（500 000伊17%）
———应交消费税 100 000

（500 000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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