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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业务的

增值税涉税账务处理

安徽省宿州学院 陈 苏

一、现行会计准则和税法的冲突之处

企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若其销售业务符合如

下条件，该业务被视为具有融资性质：淤商品已经交付，货款

分期收回，且收回期通常超过三年。于合同或者协议的价款

（即分期收回款项的全额）大于商品现销价格。《企业会计准则

讲解》对于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处理进行

了举例介绍，其假定销售成立时，没有收到销售款项，却收到

了全部的销项税额，所以在销售成立时就确认了全部销项税

额，笔者认为这种假定值得商榷。在实务操作中，增值税的收

付和货款的收付是同时完成，而不会如例题中先行收取全额

税款，以后逐期收取货款，同时，这种账务处理和现行税法亦

有冲突之处。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采

取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合同约

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另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

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号）第十一条第

四款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

时间开具。由此可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时间应当为合同

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即应当在每一期约定收款的当日，按

照每一期约定收款的金额确认当期应纳增值税额。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中，对“应交税费”的

账务处理也规定应该“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贷记本科目（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既然销项税额的确

认应该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金额为准，而分期收款销售方

式下，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按约定付款日和付款金额分次开具

的，那么销项税额也不应该在销售成立时一次性记入“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的贷方，而应该在以

后各期收到款项时分别确认。

二、建议

笔者认为，结合现行税法和会计准则，企业有四种账务处

理方法可供选择。淤“长期应收款”科目只记录应收取的货款，

不记录应收取的税款，在以后每期收到税款时，按收取税款的

金额，直接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科目。于建议增设“递延税款”或“递延增值

税”科目，核算按照合同或协议价款应确认的销项税额的分摊。

盂建议增设“递延税款”或“递延增值税”科目，并在该科目下

分别设置“价款”和“融资收益”明细科目，分别核算按照商品

现销价格（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应确认的增值税款的

分摊，和因融资收益所产生的增值税款的分摊。榆建议增设

“递延税款”或“递延增值税”科目，通过该科目核算商品销售

收入应确认的销项税额的分摊，同时在该科目下开设“财务费

用”和“增值税”两个明细科目，分别核算未来应分摊的融资收

益和融资收益的销项税额。

以上四种处理方法中，方法淤在“长期应收款”入账时将增

值税部分忽略不考虑，这与业务的事实不相符，并且没有反映

出由于会计确认收入和税法确认销售额不一致导致的纳税

义务的延迟这一事实。因此，虽然方法淤账务处理最为简单，

但是有违真实性原则。

方法于在“长期应收款”入账时将未来应收取的价款和增

值税额全部入账，与业务事实相符，同时对于因会计收入和应税

收入确认时间不一致形成的未来纳税义务，也通过“递延增值

税”科目的核算反映出来，但没有区分因销售商品形成的应税

收入和因提供融资信贷服务形成的应税收入。

方法盂是方法于的延伸，只是将销项税额再细化为因销

售商品形成的应税收入产生的销项税额和因提供融资信贷服

务形成的应税收入产生的销项税额，分别在“递延增值

税———价款”和“递延增值税———融资收益”科目中进行核算

和分摊，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详细。对于商品销售价款，会计

和税法确认收入的时间不一致：会计上在销售实现时确认收

入，税务上却在未来每期收到款项时确认纳税义务，由此才产

生递延税款，因此对于价款部分的增值税应该作为递延税款，

在以后逐期递延到销项税额当中。但是对于融资收益的部分，

不管是会计上还是税法上都是在以后每期收到款项时逐期确

认融资收益的，只是会计上不将融资收益确认为收入，税法上

却确认为应税收入计算销项税额，因此融资收益的部分产生

的销项税额并不存在递延问题。因此，在销售实现确认收入

时，将价款的销项税额作为递延税款是妥当的，但将未来应确

认的融资收益的销项税额作为递延税款是不妥当的。

方法榆在销售成立时，将未来应确认的融资收益和其销

项税额全部放在“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中核算，用明细科目

区分其中的收益部分和税额部分。在以后每期融资收益实现

时，再将融资收益和其销项税额分别从“未实现融资收益”科

目的对应明细科目中转出。虽然方法榆是最精确的账务处理

方法，但是方法榆计算起来比较繁琐。因此笔者认为，如果需

要分摊的融资收益金额较小，采用方法于符合重要性原则和

成本效益原则，是最优选择。茵

上旬窑63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