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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食品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建立完善的食品召回制度已刻不容缓。相应地，在会计操作层面上，食品行业也

应为防范风险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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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食品召回之会计处理

肯德基“苏丹红”事件阴云未散，花生酱有毒事件又接踵

而至。自 2006年 8月以来，美国已有 300多人因食用毒花生

酱而病倒。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卫生官员认为康纳格拉食品公

司生产的彼得·潘牌花生酱和超值牌花生酱可能是引发这次

沙门氏菌病大爆发的原因后，该公司召回了这两种品牌的所

有产品。韩国 2006年 12月进口了 488箱彼得·潘牌花生酱，

韩国政府已对售出产品采取了紧急召回措施。2007年 2月 23

日，北京检验检疫局等已责成相关经销商召回售出的 156箱

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美国花生酱。

问题食品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暴露出食品行业潜伏着

较大的质量安全隐患，再加上有些企业不择手段地降低成本，

监管机构的检测技术又没有能及时跟进，因此建立完善的食

品召回制度已刻不容缓。相应地，在会计操作层面上，食品行

业也应建立起一套防范风险的账务处理体系。执行稳健的会

计制度，尤其是执行存在潜在问题食品召回准备金制度显得

尤为必要。

一 尧 问 题 食 品 召 回 前 的 会 计 处 理

问题食品召回是指食品生产商、进口商或经销商在获悉

其生产、进口或经销的食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

缺陷时，依法向政府部门报告，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和

消费者手中收回问题产品，予以更换、赔偿的积极有效的补救

措施，以消除缺陷产品的危害风险。可见，问题食品的生产、进

口、销售都会对相关企业造成重大的影响。针对此情形，依据

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要求，笔者认为应当建立问题食品召回准

备金制度。

接连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故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

深切关注。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

完善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应当把

从整体上建立我国食品安全的保障体系作为食品安全工作的

重点和战略目标。

与之相对应，在会计操作层面上，食品行业也要建立起一

套具备抗风险的账务处理体系。针对存在潜在问题食品的隐

患，企业在年末进行利润分配时应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作为

企业持续发展的一种资本积累和抵抗风险的屏障。这既可以

提高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增加企业保险系数，避免因突发的

食品召回而导致企业当期利润的巨幅波动，又为企业的持续

发展免除了后顾之忧。另外，食品召回准备金的计提应该是在

可供分配的利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之后，与法定公益金的提

取处于同时。

食品召回准备金应在投资者分配利润之前计提。之所以

安排在投资者分配利润之前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是本着收

益与风险对等的原则。投资者享有企业的剩余所有权，而享有

剩余所有权实际上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比例的风险，因此，在

投资者分配利润之前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的安排是合理的。

此外，食品召回准备金在利润分配中计提，可以天然地隔断管

理层利用计提准备金之名进行盈余操纵之实的关联，此种制

度设计可谓是既必要又合理。

（一）年末分级、按比例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

1. 分级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在美国，需要召回的食品

一般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危害最严重的食品，消费者食用了这

类产品将肯定危害身体健康甚至导致死亡，比如含有肉毒杆

菌毒素或不知名的过敏源等食品。第二级是危害较轻的食品，

消费者食用后会造成暂时健康问题。第三级则是不会危害健

康的食品，消费者食用后不会引起任何不利于健康的后果，比

如贴错产品标签、产品标识有错误或未能充分反映产品内容

等。可见，问题食品危害身体健康的程度是判断食品召回级别

的标准。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不同，食品召回的级别也

不同，召回的规模、范围也不一样，召回过程中预计发生的损

失也就存在天壤之别，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的

影响也大不相同。

对身体危害最严重的问题食品，危害程度最大，召回范围

最广，是所有问题食品全部召回，召回过程中的损失也属最

大，相应地，对此类问题食品应多提食品召回准备金。对第三

级问题食品，只因贴错产品标签、未封紧瓶盖等问题，不会危

害身体健康，危害程度最小，召回过程中发生的损失也属最

小，对此类问题食品可相应少提食品召回准备金。由此分析

可见，按食品召回的级别来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有其逻辑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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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比例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在实务操作中，食品企

业应在问题食品召回前的每一个会计年度末按合理的比例来

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这里的合理计提比例有以下两个层次

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是指纵向比例合理，即不同级别的问题食品

的计提比例要可比、相互匹配。第一级问题食品对人体的危害

最严重，食品召回准备金的计提比例相应最高；第二级问题食

品对人体的危害较轻，食品召回准备金的计提比例相应要低

一些；第三级问题食品对人体一般不会有危害，计提比例可制

定得最低，但基于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是不可不提的，以备企业

日常管理不善造成的不测。第二个层次是指横向比例合理。食

品召回准备金的计提比例要与企业发展基金的计提比例相匹

配。企业的利润分配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应优先满足企业

发展基金的计提。企业发展基金是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食品

召回准备金则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食品召回准备金

的计提比例应低于企业发展基金的计提比例。

（二）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的会计处理

食品企业应在问题食品召回前的每年年末按库存食品的

余额，采取适当比例，分级计提食品召回准备金。计提准备金

时，借记“利润分配———提取召回准备金”科目，贷记“盈余公

积———召回准备金”科目。食品召回准备金不足额时应补提，

会计分录同上，超额时应冲回，作相反的会计分录。食品召回

准备金的计提比例一经确定，就应立案备查，并在报表附注中

披露，以供报表使用者分析决策。不过，食品召回准备金的

计提比例可根据企业的规模、财务状况、行业风险、卫生质

量标准的改变而作相应的变更，并在报表附注中披露变更的

内容、理由、对当前损益的影响数或者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的

理由。

二 尧 问 题 食 品 召 回 后 的 会 计 处 理

问题食品召回后，应区分召回后的问题食品是否可以二

次销售或者予以销毁而作不同的会计处理。

（一）问题食品召回后，经过补救可以二次销售的情形

问题食品召回后，经过对问题食品采取补救措施（如第三

级问题食品召回后，更正产品标签，纠正产品标识或充分反

映产品内容等），可予以二次折价销售的会计处理分以下两

种情况：

一是已销售的问题食品召回后，经补救准许二次折价销

售的情况。其会计处理是：先于问题食品召回的当月冲减营业

收入和与之匹配的生产成本，增加“库存食品———召回食品”

（该科目专门用来核算问题食品的召回、二次销售和库存的增

减变动情况）的账面价值。待问题食品经补救可以二次销售

后，再对补救过程发生的追加支出追记其生产成本，而后再作

正常的销售会计处理。二是尚未销售的问题食品，经补救准许

二次折价销售的情况。由于该问题食品尚未销售，故无需作冲

减营业收入的相关会计分录，只需对补救过程的追加支出增

记生产成本，待销售时作正常销售的账务处理即可。

（二）问题食品召回后，必须予以销毁的情形

问题食品召回后，由于其危害性较严重（如第一级问题食

品，消费者食用了这类产品将肯定危害身体健康甚至导致死

亡）或有危害（如第二级问题食品，消费者食用后可能不利于

身体健康），所以必须予以销毁。

问题食品召回后，必须予以销毁的会计处理又分两种情

况：一是已销售的问题食品召回后，必须予以销毁的情况。其

会计处理是：召回问题食品时，冲减当月营业收入和与之匹配

的生产成本，增加“库存食品———召回食品”的账面价值。销毁

召回食品时，冲减“库存食品———召回食品”的账面价值，同时

按销毁的实际金额冲减“盈余公积———召回准备金”，以冲减

至零为限，年末再足额补提食品召回准备金，以确保企业的食

品召回准备金始终处于相对稳定水平。若食品召回准备金不

足以抵偿食品销毁的实际损失，不足的部分由法定盈余公积

来弥补。二是尚未销售的问题食品经国家卫生部门审核后，必

须予以销毁的情况。其会计处理是：由于该问题食品尚未销

售，故无需作冲减营业收入的相关会计分录。待销毁时，冲减

“库存食品”的账面价值，同时按销毁的实际金额冲减“盈余公

积———召回准备金”，不足的部分由法定盈余公积来弥补。年

末再足额补提食品召回准备金。

上述两种情形中，如果问题食品的召回发生在年度资产

负债表日后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且金额较大，对

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则该事

项应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分别调整“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盈余公积”等相关会计科目，同时还要调整资产负债表

相关项目和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的相关项目。

三 尧 问 题 食 品 召 回 后 的 信 息 披 露

问题食品召回后，应于月末或年末披露相关信息，以便报

表使用者决策。披露内容具体包括：食品召回准备金的计提比

例、期初余额、本期计提金额、期末余额，还要披露“库存食

品———召回食品”科目的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期末余额，

便于管理者准确掌握企业的发展动态和后续保障情况。当企

业的规模、财务状况、行业风险、卫生质量标准发生改变时，食

品召回准备金的计提比例也要作相应的变更，并在报表附注

中披露变更的内容、理由、对当前损益的影响数或者影响数不

能合理确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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