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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是企业因销售产品、材料及提供劳务等业务应

向购货方、接受劳务的单位或个人收取的款项。企业投资应收

账款能达到扩大销售、减少存货的目的，但同时也会带来机会

成本、坏账成本及收账费用的增加，因此企业应在信用政策改

变的增量收益与增量成本之间做出科学的权衡。但是笔者认

为目前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模型不太合理，由此得出的

分析结论也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可能导致企业投资决策失误，

必须加以改进。

一、现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模型

现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模型是比较信用政策改变后

的应收账款投资收益和成本的变化，决策原则是增量收益大

于增量成本。

1. 应收账款投资收益分析模型。应收账款投资收益是指
仅赊销能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应收账款投资收益=赊销量伊单
位边际贡献原固定成本，或应收账款投资收益=赊销收入原变
动成本原固定成本。

2. 应收账款投资机会成本分析模型。对于应收账款机会
成本的计算，争议较多，主要是关于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确

定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按收入法确定，即用应收账款

平均占用资金余额计算，其符合谨慎性原则；另一种观点主张

按成本法确定，这也是大部分教材所采纳的观点，如 2009年
度注册会计师考试《财务成本管理》教材就使用这种方法。成

本法计算方法如下：

机会成本=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伊资金成本率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越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伊变动

成本率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越平均每日赊销额伊平均收账天数越
（年赊销净额/360）伊平均收账天数

另外，也有少部分学者提倡将代收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考

虑进去。

3. 应收账款坏账成本分析模型。坏账成本是指企业应收
账款因种种原因不能收回而发生的损失，可运用销货百分比

法、账龄分析法或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进行计提处理。

4. 应收账款投资管理成本（收账费用）分析模型。应收账
款的管理成本是指企业对应收账款进行管理而耗费的各项支

出，如对客户进行信用调查的费用、收集各种信用信息的费

用、对客户所欠账款进行催收的费用等。

另外，企业若提供现金折扣，则还需考虑现金折扣成本。

二、对现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模型的改进

1. 应收账款投资机会成本分析模型的改进。根据“应收
账款平均余额越（年赊销净额/360）伊平均收账天数”可推导
出：

平均收账天数=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伊360/年赊销净额
从上述计算过程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在进行应收账款信

用期决策时把应收账款等同于赊销的销售收入，这是不合理

的。赊销净额与应收账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赊销净额是按

销售价格计算的赊销商品（或提供劳务）的销售收入减去销售

退回、销售折扣与折让的净额，而企业采用赊销方式销售产品

应收回的款项除了包括应收回的货款，还应包括增值税销项

税额及代垫运杂费。由于在实际交易中代垫运杂费的情况较

少，且金额也较小，运杂费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增值税销项税

额的金额较大，对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影响较大，因此应将增值

税销项税额考虑在内。如果将赊销净额等同于应收账款，将严

重低估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或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从而低估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对于赊销业务资金占用量的计算，笔者认为赊销业务占

用的资金包括变动成本但不包括利润是合理的。因为该利润

正是企业进行赊销带来的，假如企业进行现销，就不能扩大销

售实现该利润。因此，赊销实现的利润不能作为赊销业务的资

金占用量。对于固定成本，笔者认为要视固定成本的增减情况

讨论。如果信用政策变动前后固定成本保持不变，则不需要考

虑固定成本，因为无论销量如何，固定成本始终是一项开支，

在相关业务量范围内并未增加固定资产等方面的投入，不能

因为在会计上将一部分固定成本分摊计入赊销产品成本中而

将其作为资金占用的一部分。如果放宽信用政策导致销量增

加，并导致固定成本投入增加，则还需考虑固定成本增量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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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占用。

对于代收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是否也应计入赊销业务资金

占用量，笔者认为可以不用考虑。尽管赊销导致企业延期取得

增值税销项税额，但是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

十八条的规定，采取赊销方式销售货物，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

期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因此如果企业进行赊销，可以通

过与购货方签订赊销合同的方式推迟增值税的缴纳。

另外，将资金成本率改为机会成本率更为恰当。两者涵义

不尽相同。资金成本率在数量上是资金供应者所要求的最低

投资报酬率，而机会成本率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采用有价证

券年利率、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投资报酬率，也可以采用资金成

本率，得出的结果不完全相同。

综上所述，改进后的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分析模型如下所

示：

机会成本=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伊机会成本率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越收账期平均赊销净额伊变

动成本率

收账期平均赊销净额越（年赊销净额/360）伊平均收账天
数

平均收账天数越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伊360/［年赊销净额伊
（1+17%）］

或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越［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1+17%）］伊变动成本率

2. 所得税对信用政策决策的影响。目前，绝大部分信用
政策决策模型都未考虑所得税变动对决策的影响。笔者认为，

所得税也应是一项决策相关成本。尽管放宽信用政策带来税

前利润的增加，但是也导致所得税的增加，从而导致应收账款

成本费用的增加，但放宽信用政策导致的收账费用与坏账损

失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减所得税。如果企业提供现金折

扣，在实务中企业一般把现金折扣成本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

因此也能抵减所得税。然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机

会成本不做账务处理，也就不能抵减所得税。因此放宽信用

政策后，企业应交所得税的增加及机会成本的增加必然导致

净收益的下降，从而对信用政策产生影响。所得税的计算模型

如下：

应交所得税=（赊销收入原变动成本原固定成本原管理成
本原坏账损失原现金折扣成本）伊所得税税率

三、举例分析

下面，笔者将举一实例进行具体说明。

例：某公司在 2008年度实现赊销额 1 000万元，变动成
本率为 60%，固定成本为 100万元，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为
30天，发生的坏账损失为 5万元，管理费用 1万元。该公司拟
放宽信用政策，预计可实现年赊销额 1 040万元，变动成本率

和固定成本保持不变，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将增加到 90
天，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为 7万元，管理费用 2万元。假设该
企业资金成本率为 10%。要求确定该公司是否应该放宽信用
期限。

1.不考虑所得税。分析如下：
增量收益越（1 040-1 000）伊（1-60%）越16（万元）
30天信用期机会成本=1 000/360伊30伊60%伊10%=5（万

元）

90 天信用期机会成本=1 040/360伊90伊60%伊10%=15.6
（万元）

放宽信用期后：

机会成本增加=15.6原5=10.6（万元）
坏账损失增加=7原5=2（万元）
管理费用增加=2原1=1（万元）
增量收益原增量成本越16原（10.6垣2垣1）越2.4（万元）
由于增量收益大于增量成本，企业应该放宽信用期至 90

天。

2.考虑所得税。假设该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分析如下：
30天信用期应交所得税=［1 000伊（1原60%）原100原5原1］伊

25%=73.5（万元）
90天信用期应交所得税=［1 040伊（1原60%）原100原7原2］伊

25%=76.75（万元）
应交所得税增加=76.75原73.5=3.25（万元）
增量收益原增量成本越16原（10.6垣2垣1垣3.25）越原0.85

（万元）

由于增量收益小于增量成本，企业不应该放宽信用期。这

是由于放宽信用期后，销量增加，应纳税额和机会成本增加，

但机会成本不能抵减所得税，导致应交所得税增加了 3.25万
元，使得放宽信用期后净收益减少。

由此可见，在进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时考虑所得税

因素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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