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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商品流通过程主要是先购进商品、储存商品，最后

销售商品。商品流通企业的业务核算也围绕上述商品流通过

程而展开。当前，我国商品流通企业为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降

低经营风险，常采用一种新的“引厂进店”的联营方式即与生

产者融合的方式进行经营。这种联营方式有利于加快商品流

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联营商品经营方式主要被我国的商品零售业尤其是大型商场

所采用，鉴于目前会计准则还没有对此制定比较系统规范的

核算体系，本文试图对商场联营商品流通业务的会计与税务

处理作初步探讨。

一、商场与供应商联营业务的流程及特点

从商场的角度来看，联营商品的操作流程可概括如下：

淤选择商品供应商。设定商品的最低销售额，供应商若达不到

保底销售额，商场将放弃该商品的销售，取消合作。于销售收

款管理。首先，在商品销售过程中，商场应当负责全部联营商

品销售收款工作，并确保正确无误。其次，计算应付款项。一般

情况下，商场于每月月末汇总当期全部商品销售情况，并根据

约定的比例计算应返还供应商的款项。再次，联营结算对账。

商场应将计算的应返还的款项与供应商进行核对。盂商场支

付联营结算款。商场与供应商在返款额核对无误后就可进行

联营款项的结算工作了。

具体而言，在联营方式下，商场一般不需要提供资金购买

待出售商品，也不负责配备商品销售人员。因此商场没有库存

商品管理环节，所有商品的进货、存储及销售均由供应商负

责。商场既省去了商品购进环节，又节约了库存管理的成本，

只提供商品销售场所，并负责销售场馆的治安管理和控制销

售的货款结算环节。虽然商场不直接参与销售工作，但是商品

销售后的所有款项结算工作均由商场负责，消费者是向提供

商品销售场所的商场支付款项。总之，商场与商品供应商之间

存在“先销售后结算”的关系。

二、联营业务的基本核算

由于经营品种繁多、交易次数频繁，商场为简化会计核

算、减少工作量，主要采用售价金额法核算商品流通业务。基

于上述商场联营商品流通业务流程及特点的分析，其会计核

算过程归纳如下：

1. 日常核算。销货凭证由商品供应商配备的销售人员填

写，一式三联，消费者持销货凭证去商场的收银台付款，经收

银员盖有“付讫”字样的销货凭证分别由顾客、收银员和专柜

销售人员各执一联，专柜销售人员凭此凭证发货。收银员每日

终了汇总当日全部收款记录并编制收款汇总表，与留存的销

货凭证和实收款项核对无误后交给商场的出纳汇总核对，出

纳将全天的所有款项送存企业开户银行。出纳再根据收银员

交来的相关资料分柜组编制销货日报表与销售人员的实物台

账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由销售人员签字、盖章确认。会计根

据销货日报表和收款汇总表等原始凭证进行确认收入的账务

处理，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

入”科目。

2. 每月月末核算。商场编制销售收入月汇总表并与销售

人员核对，审核无误后据此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并做账务处

理，借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科目。商场编制联营商品返款明细表并与商品

供应商核对，审核无误后补做商品购进入库业务账务处理，借

记“库存商品”科目，贷记“应付账款”、“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同时，结转主营业务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商品进销差

价”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

3. 每月月初核算。根据核对无误的款项结算单办理结算，

借记“应付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并根据商品供应

商开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补记增值税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商品进销差价”科

目。同时，计提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借记“营业税金

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应交税

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

加”科目。

综上所述，联营商品流通业务的核算体系充分体现了“以

销定购”的特点。首先，这种核算体系核算程序较简化。商场无

需先购进商品，所以不需要进行商品储存、调价和商品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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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有很多大型商场与供应商达成联营协议，互惠互利。本文归纳了商场与供应商联营的基本会计核算方法，

并对商场两类常见促销方式的会计和税务处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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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存的核算，其账面上“材料采购”、“库存商品”等科目的期

末余额较小，甚至为零。其次，原始凭证多为自制汇总凭证，

且需要销售人员、采购部门、经营部门及商品供应商之间相

互核对，核对的工作量大。最后，商场侧重对联营商品资金流

的管理及资金流与商流的核对，对物流中的存储环节负安保

责任。

三、联营商品促销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大商场都使出浑身解数，

推出各种各样诱人的促销方式。会计人员应如何对促销行为

进行会计与税务处理呢？

1. 直接打折促销。打折是最传统、最常见的促销方式。

按税法规定，折扣销售的税务处理，关键看销售额与折扣额

是否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

票上分别注明，则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

和所得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财务上如何处理，计

税时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这种促销方式实际上是

企业在销售商品时先打折，再销售，折扣在前，销售在后，销售

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的，折扣额可以税前扣除。这

种促销方式的核算相对比较简单，与前述的基本核算大致相

同，只是入账金额按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顺便指出，

降价、特价促销方式的会计处理与此类似。

2. 返券促销。返券促销是指为刺激消费者进行大额购

买，在顾客购买了一定金额的商品后，商场给予顾客一定金额

的返利券，如商场“买 100送 80现金券”的活动等就属于此类

促销方式。对购物返券销售方式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核算方法：

一种是将商场赠给顾客购物券的行为比照非公益性捐赠按视

同销售处理，将现金销售额及购物券销售额一并计入销售收

入，据此计算增值税和所得税；另一种是将购物券销售额计入

销售折扣，按扣减后的销售收入计算增值税和所得税。

购物返券是商场的一种促销手段，相当于商场以顾客消

费一定金额的商品为前提给予顾客一定的折扣额，是商家为

了鼓励顾客再次来购物而采取的促销手段，不应定性为“赠

送”，而应认定为折扣或折让。因此，笔者认为按第一种核算

方法处理不妥。

笔者认为，采用返券的促销方式，只是商家给予消费者在

再次消费时的一种折扣承诺，商场在收回返利券后开票时只

要在发票上注明商品总价和收取现金以及回收的返利券金额

(即折扣额)，其实质仍然是打折销售，符合税法在同一张发票

上注明销售额和折扣额的规定，可以按照实际收入计税。

但是在联营商品返券促销过程中，上述论述关注的只是

商场对销售收入的总账核算，而忽略了商场对销售收入按营

业柜组的分类核算，其实分类核算相对更重要，因为商场与各

供应商之间的往来都与分类核算密切相关。在联营商品返券

促销过程中，顾客可能在第一次买了某专柜的商品后，再用获

得的购物券购买另一专柜的商品，这就出现了不同专柜对销

售额和折扣额的分配问题。到底应如何在各专柜间分配折扣

额呢？笔者认为，在促销活动结束后商场首先应计算出当期促

销活动的总折扣率，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当期促销活动的总折扣率越当期促销活动的总现金收入

（含刷卡转账收入）衣当期促销活动的总销售额（含回收的返

利券收入）

其次，商场再按当期促销活动的总折扣率将折扣额在各

专柜之间进行分摊，计算出各专柜的实际销售折扣，然后用各

专柜的总销售额（现金和回收的返利券合计）扣除分配给各专

柜的实际销售折扣后的金额入账。

如商场与供应商即厂家事前约定由厂家承担一定比例的

返券促销金额，则当期促销活动的总折扣率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促销活动的总折扣率越［当期促销活动的总现金收

入（含刷卡转账收入）垣按约定比例厂家对返券促销承担的金

额］衣当期促销活动的总销售额（含回收的返利券收入）

对返券促销这样处理的好处是，不仅可以降低纳税成本，

还可以按约定由供应商负担一部分折扣让利，供应商也愿意

通过此促销方式来实现薄利多销。

此外，商场的促销活动多种多样，例如会员奖励积分、“满

额即减”、“满额即赠”等举不胜举，本文未能一一述及，但归根

到底这些促销活动都属于商场的一种让利行为，均可以比照

上述原则进行会计和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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