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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资产负债观下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在资产负债观下，现金折扣应该采用净价

法核算，现金折扣调整营业收入和购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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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负债观及其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体现

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原本是计量企业收益的两种不

同理论。资产负债观指从资产和负债的定义、计量出发，直接

通过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算收益，认为收益的本质是某期

间净资产的增加，只要引起净资产变动就确认为收益（所有者

的投资及对其分配利润除外），不考虑交易或非交易。可见，资

产负债观下的收益更接近真实收益的内涵，其强调财务会计

理论与实务应当着眼于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因

此，资产负债表为财务报表体系中的第一报表。收入费用观则

通过收入与费用的直接配比来计量收益。按照收入费用观，通

常是在产生收益后再计量资产的增加或是负债的减少，主张

以交易为中心，收益的确定要符合配比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

财务会计处理的重心在于对利润表中各要素的处理，资产和

负债的确认和计量将依附于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和计量，资产

负债表成为重要性仅次于利润表的第二报表。收入费用观的

不足之处在于确认收益时不能以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为标

准，而是运用递延、应计、摊销和分配等会计程序，以致账面收

益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特别是当管理当局存在收益平滑或盈

余管理行为时，其账面收益与实际业绩不可能一致，反映的收

益必然不准确。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的发生、金融衍生工具

等新生事物的出现，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资产和负债才是

真实存在的，是净资产价值增值带来收益的增加，而并非会计

利润的增加带来净资产的增值。会计信息使用者更重视资产

负债表所提供的信息。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逐渐从收入费用

观转变为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相比而言,资产负债观更

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更能反映资产、负债的真实情况，提

供的会计信息更具相关性。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在较大程度上

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会计准则的制定也采用了资

产负债观。

二、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方法

现金折扣是指销货企业为了鼓励客户在规定的期限内早

日付款，而向其提供的按销售价格的一定比例所作的扣除。现

金折扣通常发生在以赊销方式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的交易

中，一般用符号“折扣/付款期限”表示，写成：“2/10，1/20，

n/30”，其含义为：10天内付款给予2%折扣，第11天至第20天

内付款给予1%折扣，第21天至第30天内付款则不给折扣，付

款期限为30天。

对于现金折扣，会计上有两种处理方法可供选择，一是总

价法，二是净价法。总价法是将未减去现金折扣前的金额作为

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的入账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作

为当期费用处理，不调整营业收入或购货成本。净价法是将扣

减最大现金折扣后的金额作为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的入账

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销售商品涉及现

金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

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即现行会计准

则对于销售方的现金折扣采用总价法核算。对于购货方的现

金折扣，现行会计准则虽未做出明确规定，但在会计实际操作

中，存货的采购成本按总价法核算已成习惯（旧会计准则要求

采用总价法核算）。

笔者认为，对应收账款、应付账款、购货成本、营业收入采

用总价法计量与我国会计准则及国际会计准则倡导的资产负

债观不符，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

三、资产负债观下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

资产负债观下，资产、负债的计量更符合实际，而采用总

价法，对于销售方在折扣期内的应收账款并不代表着未来经

济利益的流入金额，而是虚计了应扣的现金折扣，从而使应收

账款和营业收入偏高。对于购货方在折扣期内的应付账款并

不代表着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金额，而是虚计了应扣的现金

折扣，从而使应付账款和购货成本偏高。由此得出，现金折扣

采用总价法核算，在折扣期内，会导致资产和负债虚计，使其

不符合资产和负债的真实含义。既然我国会计准则要实现与

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就应该将此资产负债观贯穿会计准则

及实务处理，使会计准则与实务处理都遵循一定的概念基础、

以国际上公认的会计理念为指导。虽然总价法有其优点，但为

了充分体现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所倡导的会计理念

趋同，在会计准则和实务处理中应积极采用更科学、合理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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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杠杆系数（DOL）是指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相当于销

售变动率的倍数。其计算公式为：DOL=息税前利润变动率/

销售变动率。对上述计算公式进行变换可得：DOL=基期边

际贡献/基期息税前利润=1+固定成本总额/基期息税前

利润。我们将上式中“固定成本总额/基期息税前利润”的倒

数，即“基期息税前利润相当于固定成本总额的百分数”称为

“固定成本利润率”。固定成本利润率=基期息税前利润/固定

成本总额伊100%。固定成本利润率表示每百元固定成本所

创造的基期息税前利润。由此可得：DOL=1+1/固定成本

利润率。

一、利用固定成本利润率测算DOL

例1：某公司产销丁产品，单位变动成本为900元，全年固

定成本总额为3 000 000元，产品单价为1 500元。上一年该公司

丁产品的销售量为10 000台，预计计划年度产销量为12 000台。

要求测算上一年的DOL。

利用DOL定义测算：销售变动率=2 000/10 000伊100%=

20%，息税前利润变动率=120/300伊100%=40%，DOL=40%/

20%=2。

利用固定成本利润率测算：固定成本利润率=300/300伊

100%=1，DOL=1+1/1=2。

利用固定成本利润率测算DOL，比直接利用DOL定义测

算要简单。它不但可用来测算基期DOL，而且可以测算计划

期DOL。如上例，该公司计划期固定成本利润率为1.4，DOL=

1+1/1.4=1.71。

二、利用固定成本利润率评价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程度

DOL与固定成本利润率成反向关系。固定成本利润率越

谈固定成本利润率指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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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固定成本利润率是基期息税前利润对于固定成本总额的百分数。本文依据固定成本利润率对经营杠杆系数

进行测算，评价企业经营安全程度，并做出生产经营决策。

【关键词】固定成本利润率 DOL 经营安全

计政策。

基于上述思想，笔者认为，在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问题

上，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应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对其宜

采用净价法核算，并对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营业收入、购货

成本金额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其符合资产负债观。

例：某企业销售商品一批，销售额（不含税）为10 000元，

付款条件为2/10，1/20，n/30。

销售方销售时作分录：借：应收账款11 500元；贷：主营业

务收入9 8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700

元。如果对方在10日内付款则作分录：借：银行存款11 500元；

贷：应收账款11 500元。如果对方在10日内未付款，则随着现

金折扣的丧失，销售方应及时调整应收账款金额。如果对方在

第11天至第20天内付款则作分录：借：应收账款100元；贷：主

营业务收入100元。如果对方在第21天至第30天内付款则作分

录：借：应收账款1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100元。

通过上述处理可以看到，应收账款随时都代表着未来经

济利益的流入金额，而不会虚计资产；而营业收入也随着现金

折扣的丧失而进行相应的调整，更符合实际。

购货方购货时作分录：借：原材料9 800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 700元；贷：应付账款11 500元。如果

在10日内付款作分录：借：应付账款11 500元；贷：银行存款

11 500元。如果在10日内未付款，则随着现金折扣的丧失，购

货方应及时调整应付账款金额。如果对方在第11天至第20天

内付款则作分录：借：原材料100元；贷：应付账款100元。如果

该材料已经耗用，则调整相应的成本、费用科目。如果对方在

第21天至第30天内付款则作分录：借：原材料100元；贷：应付

账款100元。

通过上述处理可以看到，应付账款随时都代表着未来经

济利益的流出金额，而不会虚计负债；而购货成本也随着现金

折扣的丧失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存货价值更能代表为获得

存货而实际支付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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