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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用期间和现金折扣计算方法的再质疑

吴 清

渊 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上 海 200336冤

《财会月刊》综合版 2007年第 4期刊登了严红梅等同志

的文章《对信用期间和现金折扣计算方法的质疑》，其中的原

题是：某公司现在采用 30 天按发票金额付款的信用政策，拟

将信用期放宽至60 天，同时，为了吸引顾客尽早付款，提出了

0.8/30，N/60的现金折扣条件, 估计会有一半的顾客（按 60天

信用期所能实现的销售量计）将享受现金折扣优惠。设等风险

投资的最低报酬率为 15%，其他有关数据见下表：

教材原计算过程如下：淤收益的增加。收益增加=销售量

的增加伊单位边际贡献=（120 000-100 000）伊（5-4）=20 000

（元）。于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增加。30 天信用期应

计利息=（500 000衣360）伊30伊（400 000衣500 000）伊15%=5 000

（元）。提供现金折扣的应计利息=（600 000伊50%衣360）伊60伊

［（480 000伊50%）衣（600 000伊50%）］伊15%+（600 000伊50%衣

360）伊30伊［（480 000伊50%）衣（600 000伊50%）］伊15%=9 000

（元）。应计利息增加=9 000-5 000=4 000（元）。盂收账费用

和坏账损失增加。收账费用增加=4 000-3 000=1 000（元）。坏

账损失增加=9 000-5 000=4 000（元）。榆估计现金折扣成本

的变化。现金折扣成本增加=新的销售水平伊新的现金折扣

率伊享受现金折扣的顾客比例- 旧的销售水平伊旧的现金折

扣率伊享受现金折扣的顾客比例=600 000伊0.8%伊50%-

500 000伊0伊0=2 400（元）。虞提供现金折扣后的税前损益。收

益增加-成本费用增加=20 000-（4 000+1 000+4 000+2 400）

=8 600（元）。教材认为, 由于可获得税前收益, 故应当放宽信

用期，提供现金折扣。严红梅等同志对教材的计算提出了异

议，而笔者认为严红梅等同志的观点亦值得商榷。

1. 严红梅等同志提出，在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计算中, 教材考虑了变动成本率，其认为不应该考虑这一因

素。笔者认为首先要弄清应计利息的本质。那么，什么是应收

账款的应计利息呢？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实际是一种占用资金的机

会成本。机会成本是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简言之，就是

将一定的资源（包括时间、资本、智力等）使用在某一个机会上

而放弃其他机会所引起的成本。它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但它

是我们在决策中必须考虑的成本。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是企

业投在应收账款上的资金按市场利率或投资者要求的最低报

酬率所计算的利息（一般指年利息），有的文献也称之为应收

账款的应计利息或资金成本。机会成本是指在决策过程中选

择某个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丧失的潜在收益。如果从这个

角度思考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那么将应收账款所占用的资

金当做一种投资行为也是完全合理的。关键是应收账款的投

资额到底是多少呢？若我们在考虑应收账款的投资额时否定

应收账款额中包含的变动成本是不可取的。那么两者为何有

必然联系呢。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到其内在的逻辑线索：

在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计算中, 教材考虑了变

动成本率。笔者认为是科学的，教材的做法亦是正确的。应收

账款机会成本的计算应该为：淤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维持赊

销业务所需资金伊资金成本率；于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资金=应

收账款平均余额伊变动成本率；盂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平均每

日赊销额伊平均收账天数。

2. 严红梅等同志提出在提供现金折扣的应计利息计算

中，30 天内付款部分应计利息的计算基数应扣除现金折扣

额。笔者认为亦存在问题。不论是 30天还是 60天的计息期，

买方在付款之前从本企业中取得的商业信用都是 600 000

元，即买方从本企业获得的资产价值是确定的。对于任何一项

具体的资产而言，在某一时刻其价值是唯一确定的，不管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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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拟对信用期间和现金折扣计算方法作一探讨，以期对实务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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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享受本企业 2 400元的现金折扣。因此对方取得商业信

用应该统一为 600 000元，而非 576 000元。

至于原教材中答案的：提供现金折扣的应计利息=（600 000伊

50%衣360）伊60伊［（480 000伊50%）衣（600 000伊50%）］伊15%+

（600 000伊50%衣360）伊30伊［（480 000伊50%）衣（600 000伊50%）］

伊15%=9 000（元）。可以简化为：提供现金折扣的应计利息=

（600 000衣360）伊45伊（480 000衣600 000）伊15%=9 000（元），其

中 45天为平均收账天数，即 30伊50豫垣60伊50%=45（元），这样

更容易理解。

最后对于现金折扣的税前收益与税后收益问题，普遍的

观点是现金折扣可以抵税。笔者则持相反观点，原因有二：

一是现金折扣要取得对方的发票可能性较小，二是现金折扣

实质上就是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比较类似企业之间的借款，

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究竟能否税前列支的问题亦存在争议。

应收账款的管理是财务管理中流动资金管理的一个重要

方面。激烈的商业竞争迫使企业以各种手段扩大销售，赊销是

其中的手段之一。企业提供了商业信用，一般会增加销售收

入，但同时会增加应收账款投资的机会成本、坏账损失和收账

费用；如果提供现金折扣，还会发生折扣损失。企业在改变销

售政策或是在几种政策中做出选择时，要权衡增加的收益和

相关的成本，做出正确的决策。准确地计算企业赊销政策的成

本收益对于有效地执行折扣政策，减少企业信用风险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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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保险基金实行权责发生制核算的设想

【摘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会计核算目前采用收付实现制，已不能适应现代医疗保险发展的要求。本文对权责发生制

的优点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进行会计核算、如何与现行社会保障预算接轨提出了具体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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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核算从 1999年 7月 1日起，严格按

《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的规定采用收付实现制。这一核算

方式实施几年来，能反映国家社会保障预算的收入、支出和结

存情况，防止了社会保障预算虚收、虚支现象的发生。但随着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的不断推进和发展，特别是改制企业的不

断增加，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等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

笔者认为原来的核算方式已不能完整、准确、科学地反映医疗

保险基金经济活动的内容，不能准确反映医疗保险制度运行

的状况，需加以改进。

一、当前收付实现制核算方式存在的问题

医疗保险基金的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虽然能

与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和财政性资金的收付实现制核算

方式保持一致，切实反映医疗保险基金的资金结余情况，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收付实

现制方式已难以适应新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不利于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

度改革经历了十多年的历程，制度渐趋完善，但医疗费用结算

办法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中，绝大多数统筹地区的结算办法是

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采用如定额结算、均值结算、项目付费

制、服务单元付费制等结算办法。也就是说，经办机构在与医

疗机构结算医疗费用过程中，决不采用按实结付制，而是采用

在不突破总量的前提下的各种结算办法。这个总量，即是基金

当期收入的总量，也意味着基金收入的多少与费用支出的大

小存在一定的关系。由于收入确认的方法不同，基金收入量也

会有所区别，从而就会影响基金的支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为妥善解决相关人员的医疗

保险问题，医疗保险政策往往规定在改制、破产时，须计提、缴

纳一定标准（平均医疗消费水平）、一定期限（10 耀 15年）的医

疗保险费，这些费用是一次性缴纳。如按收付实现制核算，则

这些一次性缴纳的费用会被全部计入当期收入，这样夸大了

当期收入，而由于医疗费用的刚性增长，会诱使医疗费用不断

膨胀，而在以后期间，由于没有这一因素，使收入明显偏小，也

会使正当的医疗消费无法结算。因此，在收付实现制下，由于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收入和支出不

能均衡反映基金的收支状况，不能正确引导医疗消费，从而不

利于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2. 与相关单位的对账不便进行。对医疗保险来说其最密

切的关联单位是参保单位与定点医疗单位（定点医院、定点卫

生室、定点零售药店）。在收付实现制核算方法下，财务数据以

实际收付为基础，未收到的基金收入或未支付的医疗费用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