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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2008年 6 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销售》（征求意见稿）（简称《指引》）对于销售业务的内部

控制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对指导企业销售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但该《指引》还存在一些不足，为了完善《指引》，本文

拟结合分析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一、《指引》规范内容上的疏漏

1. 网上交易。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网上交易涉及

的商品范围越来越广、种类越来越多，交易额也在以惊人的速

度增长。但是，《指引》还只是停留在对传统销售业务的内部控

制上，对网上销售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疏漏，

有可能导致《指引》刚一出台便已滞后。

2. 销售预测与预算。从目前的《指引》看，关注的重点是

合同的谈判和客户信用调查。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应该

未雨绸缪，对销售额进行预测并做出预算。尽管宏观和微观各

种因素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实际与预算有差距，有时甚至是很

大的差距，但一般情况下，预算可以作为业绩考核的一个参考

指标，并且制定预算本身也会增强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测意识

和预测能力，这也是内部控制必须做好的工作。

二、现有条款之间的协调性不够

1. 销售的范围。

【原文】第二条：本指引所称销售，主要是指企业销售商

品并取得货款的行为。企业提供服务并收取价款，可以参照本

指引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销售部门应当设置销售台账，及时反映各种商

品、劳务等销售的开单、发货、收款情况。

【分析】这两条内容的不当之处有三点：

第一，既然第二条明确了销售主要指“销售商品”，而“提

供服务”（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商品）“参照执行”即可，那

么正文就应该以“商品”为主，可以不必再专门提及“服务”，否

则便有了前后不一致之嫌。

第二，第十五条中的“劳务”是无法“销售”并“发货”（对于

劳务，人们习惯用词是“提供”）的，因此有了“劳务”的提法，反

倒给表述带来不便。

第三，第二条中用的是“服务”，而第十五条用的是“劳

务”。如果一定需要提到，二者也应该一致才好。

【建议】第二条中，将“服务”改为“劳务”；将第十五条中

“劳务”二字删掉，相关内容改为“销售部门应当设置销售台

账，及时反映各种商品销售的开单、发货、收款情况。”

2. 商品与货品。

【原文】第二条：本指引所称销售，主要是指企业销售商

品并取得货款的行为。

第五条第四款：销售退回“货品”的验收、处置与相关会计

记录。

第六条：防止向未经信用授权客户发出货品。

【分析】第二条采用“商品”提法，而其余的两条均采用

“货品”提法。如果不是出于特别考虑，不应该出现提法不统一

的现象。

【建议】将第五、六条中的“货品”统一改为“商品”。

3. 舞弊与欺诈。

【原文】第一条：防范销售过程中的差错和舞弊。

第三条第二款：可能因重大差错、舞弊、欺诈而导致损失。

第三条第四款：合同协议签订未经正确授权，可能导致资

产损失、舞弊和法律诉讼。

【分析】按照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舞弊是指“用欺

骗的方式做违法乱纪的事”，而欺诈是“用狡诈的手段骗人”。

可以看出，“舞弊”包含了“欺诈”，因此，省略“欺诈”不仅简明、

准确，而且保持了各条款之间的一致性。

【建议】将第三条第二款相关部分改为：“可能因重大差

错、舞弊而导致损失”。

三、某些用语不够严谨

1. 会计准则和制度。

【原文】第四条第四款：销售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符

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

第二十条：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规定计提

坏账准备。

【分析】企业会计准则是经国务院批复由财政部颁布的，

目前在上市公司强制使用，在其他企业建议使用；而《企业会

计制度》则是财政部制定的，非上市企业普遍采用。随着我国

对《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要要要销售》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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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部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销售》（征求意见稿）有很多优点，但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从体系

的完整性、条款之间的衔接性、文字严谨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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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进程的加快，《企业会计制度》终将退出历史舞台，那么

《指引》的这种提法是否可以反映这种趋势呢？当然，如果此处

的“制度”不是专指《企业会计制度》而是作为各种会计相关制

度的统称，则另当别论。

【建议】将上述两个条款中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

度的规定”改为“国家统一的会计法规的规定”。

2. 信用政策。

【原文】第六条：信用政策应当……就不同的客户明确信

用额度、回款期限、折扣标准以及违约情况下应采取的应对措

施等。

第十条：企业应当建立销售定价控制制度，制定价目表、

折扣政策、收款政策，定期审阅并严格执行。

【分析】对于这两条我们认为有三处需要改进。

第一，“回款期限”提法不准确。信用政策的要素之一是

“信用期限”，即“允许”买方推迟付款的期限，而“回款期限”则

是指从销售确认之日到“实际”收到款项的时间。这两者是不

同的，买方可以选择在信用期满前或期满后付款，因此回款期

限既有可能短于也可能长于信用期限，不可混为一谈。并且，

信用政策确定的只能是“允许”的期限，而“实际”回款期限与

“允许”期限是有很大区别的。

第二，“折扣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明确。众所周知，折扣分

为商业折扣和现金折扣，信用政策中提到的都是指后者。为了

明确，不妨加上“现金”二字。

第三，“收款政策”提法不准确。“款”的范围很广，只要是

涉及金额的，基本上都可以用“款”来表示；而“账”则非常准确

地表明了双方的财务关系。因此，各教材采用的提法都是“收

账政策”，而不用“收款政策”。

【建议】第六条改为：信用政策应当……就不同的客户明

确信用额度、信用期限、现金折扣标准（此处“现金”二字可加

可不加）、折扣期限以及违约情况下应采取的应对措施等。

第十条改为：企业应当建立销售定价控制制度，制定价目

表、折扣政策、收账政策，定期审阅并严格执行。

3. 专家。

【原文】第十三条第二款：应当征询法律顾问或专家的意

见。

【分析】法律顾问也属于专业人士，因此《指引》的提法欠

妥。另外，如果觉得“专家”这一称谓的感情色彩较浓，可以采

用更为中性的“专业人士”提法。

【建议】改为：应当征询法律顾问等专业人士的意见。

4. 营运资产与流动资产。

【原文】第十八条：保证企业营运资产的周转效率。

【分析】“营运资产”并不是泛泛意义上的“用于企业营运

的资产”，同时它也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会计用语，而常用的

会计词语“营运资金”是指流动资产超过流动负债后的差额，

用在这里难以准确表达起草者的本意。

【建议】将“营运资产”改为“流动资产”。

四、病句等其他问题

1. 词语搭配不当。

【原文】第十五条：销售部门应当……由相关人员对销售

合同协议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跟踪审阅。

【分析】“执行情况”是无法“审阅”的，动宾搭配不当。

【建议】将“审阅”改为“分析”等词。

2. 措辞欠严谨。

【原文】第二十二条：企业应收票据的贴现必须经由保管

票据以外的主管人员的书面批准。

【分析】“保管票据以外的主管人员”指代不明，难以理

解。即使改为较为通顺的“票据保管者以外的主管人员”，也会

产生歧义。

第一种理解：票据保管者也是主管人员之一，但是贴现不

能由他自己决定，而需要其他的主管人员批准。但是现实生活

中保管票据的多为出纳人员，并非主管人员。因此，这种解释

说不通。

第二种理解：票据保管者只是普通职员（假设是会计部门

出纳员 A）。按上述规定，贴现需要 A之外的人（假设是会计

部门普通职员 B）的主管 C（假设是会计部门经理）批准，而此

时该主管 C还同样是 A的主管，即 C还是“票据保管者的主

管人员”，那么，“以外”所指是何人仍不好理解。

总之，以上两种理解都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

【建议】请起草者根据原意酌定。

3. 需要斟酌的介词。

【原文】第十四条：销售退回的货物应当由质检部门检验

和仓储部门清点后方可入库。……财会部门应当对检验证明、

退货接收报告以及退货方出具的退货凭证等进行审核后办理

相应的退款事宜。

【分析】第一个分句中的“由”字，可以表明检验和清点部

门，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换成“经”字可能更好些，一则同样

可以表明执行部门，二则“经……后方可……”更加准确规范。

第二个分句如果进行简化，则成为“部门对凭证进行审核

后办理事宜”，如果在“对”之前加一个“在”字，变成“部门在对

凭证进行审核后办理事宜”更加规范。

【建议】第十四条改为：销售退回的货物应当经质检部门

检验和仓储部门清点后方可入库。……财会部门应当在对检

验证明、退货接收报告以及退货方出具的退货凭证等进行审

核后办理相应的退款事宜。

4. 多余的标点。

【原文】第五条第一款：客户信用管理、与销售合同协议

的审批、签订。

【建议】“管理”后面的顿号应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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