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扣额后的销售额计算销项税额，而购货方却按未减除折扣

额的销售额及其进项税额进行抵扣的问题，显然会造成增值

税计算征收上的混乱。

圆援 所得税。由于国家税务总局在所得税上没有做出限制

性规定，如果销货方开具发票不反映商业折扣，则折扣额不存

在扣除的问题；如果开具发票注明商业折扣，折扣额与销售额

在或不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销货方持有销货发票作为依据，仍

应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笔者建议，销货方在开具发票时直接开具净额，如果确要

反映折扣额可以另外附纸备查说明。另外，为了证明这种销

货方式的真实性，销货方应当下发文件或与购货方签署协议进

行支持。

二、现金折扣

员援 所得税。《关于企业销售折扣在计征所得税时如何处理

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员怨怨苑］源苑圆号）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给

购货方的销售折扣，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销货发票

上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计算征收所得税；如果将折扣

额另开发票，则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有人认为，由于企业采用现金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在销货

发票上不存在注明折扣额问题，所以其支付给购货方的折扣

额虽然在会计上计入财务费用，但是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时不允许税前扣除，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

得税。

笔者不同意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在具备一些形式要件，

如销售合同明确约定或公司的销售政策明确规定，并且销售

企业取得了购货企业的费用结算票据（至少是收据）的条件

下，对于现金折扣应允许销售企业在税前扣除，不需要进行

纳税调整。理由如下：

（1）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圆园园园］愿源

号）第四条相关性原则的规定，纳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从性质

和根源上必须与取得应税收入有关。而现金折扣是企业的一

种销售优惠政策，从性质和根源上确与取得应税销售收入有

关。因此，现金折扣可以在税前扣除。

（2）从融资的角度看，现金折扣是一种理财行为，因此应

记入“财务费用”科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

［圆园园园］愿源号）规定，财务费用是纳税人筹集经营性资金而发生

的费用，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其他

非资本化支出。可见，“其他非资本化支出”的范围可不断拓

展。同时根据《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

知》（国税发［圆园园远］缘远号）的规定，纳税人经营业务中发生的

现金折扣计入财务费用。可见，国家税务总局从税法的角度

已认可了计入财务费用的现金折扣。因此，现金折扣可以在

税前扣除。

圆援 增值税。如果折扣额在销货发票上注明而销货方又不

能证明是现金折扣的，则应视同税法上的“折扣销售”，比照

《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发［员怨怨猿］员缘源号）的规定

处理。如果现金折扣未在任何销货发票上体现，则不影响增值

税销项税额的处理。茵

为了规范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及相关会计信息的披露，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愿号———资

产减值》（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规定了资产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何确定的几种情况，同时对企业未

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的界定与核算也作了具体的规定，但笔

者认为该规定仍然过于原则性，缺乏统一的、操作性比较强的

详细说明。下面就现值运用的问题、折现率确定和现金流预测

的操作说明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员援 现值运用问题。新会计准则规定，预计资产的未来现

金流量，应当以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

数据，以及该预算或预测期之后年份稳定的或者递减的增长

率为基础。这就说明，企业预计现金流量是建立在正常的财务

预测和预算基础上的，良好的财务预测和预算有助于企业科

学合理地进行资产使用价值的确定。但是，当今我国许多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财务基础工作不够扎实、

不够规范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财务预测决策功能的发挥，使得

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比较随意。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道德水

平不高的情况下，现值技术可能会成为企业粉饰报表的手段

之一。

圆援 对折现率确定和现金流预测的操作说明问题。新会计

准则规定，折现率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

险的税前利率，在预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时已经对资产特

定风险的影响作了调整的，估计折现率不需要考虑这些特定

风险。这就意味着，不同的资产具有不同的风险和回报，折现

率的选择应当体现市场对该资产风险和报酬的综合评估。为

了避免重复考虑风险，如果企业预测现金流量时已经考虑了

风险，则要采用无风险报酬率作为贴现率。但是这一规定未对

折现率的选择范围或顺序提出明确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计算

资产使用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基本上参照无风险的市场利率

确定，这种做法往往会夸大资产的使用价值，导致企业少计资

产减值准备。

同时，新会计准则还规定企业管理层如能证明递增的增

长率是合理的，可以递增的增长率为基础。这一规定与国际会

计准则第猿远号保持一致，但是在增长率的选择上未作规定。笔

者认为，我国也应该对增长率做出规定，尽可能避免现金流量

预测基准不统一的问题出现（有时采用极度乐观的预测水准，

而有时又使用过度保守的预测水准）。同时，对于现金流的预

测期和预测值还应给出更具操作性的意见或说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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