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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模型之改进

企业采用赊销方式能达到扩大销售、减少存货的目的，但

同时也会带来机会成本、坏账成本及收账费用的增加。制定合

理的信用政策是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提高应收账款投资

收益的重要前提。笔者认为目前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模型不

完善，考虑得不周全，由此得出的分析结论与实际情况存在一

定的偏差，可能导致企业做出错误的决策，必须加以改进。

一、现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模型中的变量计算方法

1援 应收账款投资收益。应收账款投资收益是指赊销带给

企业的利润。现行模型中假定固定成本不变，计算投资收益不

必考虑固定成本，即“应收账款投资收益=销售收入-变动成

本”，或“应收账款投资收益=赊销量伊单位边际贡献”。企业若

提供现金折扣，发生的现金折扣直接作为销售收入的减项。

2援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的计算重点

是确定应收账款的占用资金，应收账款占用资金为销售额中

的变动成本，对于固定成本不考虑占用资金。应收账款机会成

本=应收账款占用资金伊资金成本率，应收账款占用资金越应

收账款平均余额伊变动成本率，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越平均每日

销售额伊平均收账期越（年销售额/360）伊平均收账天数。采用

这种方法的理由是：应收账款包括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加价

部分，业务量在相关范围内，固定成本是不变的，加价部分也

不占用企业资金，只有变动成本才是对企业资金的占用。

3. 坏账成本和收账费用。坏账成本基于商业信用而产

生，指企业应收账款因种种原因不能收回而发生的损失，可运

用销货百分比法、账龄分析法或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进行

计提处理。企业催收应收账款付出的代价即收账费用，如收款

所花的邮电通讯费、专人收款的差旅费和法律诉讼费等。

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模型的改进

1. 应收账款投资收益计算的改进。在应收账款投资收益

的分析中，需要比较不同信用政策下的销售水平所实现的利

润。当销售量在一定范围内时，固定成本可作为无关成本不予

考虑；但当业务量的变动超过一定范围时，固定成本总额就会

发生变动，此时若仍采用现行模型计算则结果会产生偏差。因

此，应收账款投资收益的计算中应考虑固定成本的影响，应按

如下公式计算：应收账款投资收益越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

定成本，或“应收账款投资收益=赊销量伊单位边际贡献-固定

成本”。如企业提供现金折扣，现行的信用政策模型直接把现

查企业的“未实现融资收益分配表”，无误后就按这个表中的

第 3栏确认各年的营业收入，计算各年应缴的营业税。

会计处理：

（1）2005年 1月 1日发出设备时：

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1 200 000

贷：融资租赁资产 1 050 0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150 000

（2）2005年每月确认 4 057.25元（48 615衣12）融资收益：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4 057.25

贷：主营业务收入 4 057.25

（3）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营业税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

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

的当天，《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营业

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所称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

天，为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天。本例合同约定的第一

次收取租金的时间是 2005年 12月 31日，因此每月不用缴纳

营业税，但要预提 202.56元（4 057.25伊5%）营业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02.56

贷：其他应付款———预提营业税 202.56

（4）2005年 12月 31日收到第一笔租金：

借：银行存款 240 000

贷：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240 000

（5）根据租赁合同、经税务人员审核的融资收益分配

表、租金收据计算申报 2005 年度应缴营业税 2 430.72元

（48 615伊5%）。

借：其他应付款———预提营业税 2 430.72

贷：应交税费———应缴营业税 2 430.72

（6）实际缴纳营业税时：

借：应交税费———应缴营业税 2 430.72

贷：银行存款 2 430.72

租赁期满收到 220元的出售设备价款时：

借：银行存款 220

贷：营业外收入 220

出租方如果是工商企业，营业税的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

方法应该与上面相类似，只不过每月的利息收入应记入“其他

业务收入”科目；如果是销售式租赁，发出设备时还要登记销

售收入、结转销售成本。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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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折扣作为销售收入的减项扣除，意味着现金折扣和成本费

用一样也可以抵税，这不符合实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对应收账款采用总价法核算，现金折扣不会减少企业的销

售收入，即在发生现金折扣的情况下，计算缴纳所得税的收入

基数是销售收入总额，而不是扣除折扣以后的金额。因此，现

金折扣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应换算成税前的现金折扣。

2.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计算的改进。应收账款资金占用量

的计算是否要考虑固定成本占用的资金应视实际情况而定。

如果信用政策变动前后固定成本保持不变，则不需要考虑固

定成本，不将其作为资金占用的一部分；如果放宽信用政策导

致销量增加，并导致固定成本投入增加，则需要考虑固定成本

增量对资金的占用。此外，将资金成本率改为机会成本率更为

恰当，两者含义不尽相同。资金成本率在数量上是资金供应者

所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而机会成本率可根据企业实际情

况采用有价证券年利率、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投资报酬率，也可

以采用资金成本率，得出的结果不完全相同。

3. 增加对存货占用资金机会成本的考虑。不同信用政策

下的销售量不同，通常延长信用期销售量会增加，则库存减

少，由于库存存货也占用企业的资金，因此在制定信用政策时

必须考虑不同销售量下库存存货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确定

存货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关键是确定存货实际占用企业多

少资金。在业务量相关范围内，固定成本是不变的，存货占用

的资金是存货的变动成本，所以，存货占用资金机会成本=存

货量伊单位变动成本伊机会成本；如果超过业务量的相关范

围，则还需考虑固定成本增量对资金的占用。库存存货可能有

部分是通过赊购形成的应付账款，这部分账款并不占用企业

的资金，相反却是企业无偿使用销售方的资金，其所产生的机

会成本可作为存货占用资金机会成本的调整（作减项处理）。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改进后的信用政策模型，其与

原信用政策模型的对比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中，淤税前现金折扣=现金折扣额/（1-所得税税率）。

于如销售额增加需增加固定成本，则需考虑固定成本的增加；

如无需增加固定成本，则这项金额为 0。盂应收账款机会成

本=（年销售额/360）伊平均收账天数伊变动成本率伊机会成本

率+固定成本的增加伊机会成本率。榆存货机会成本=存货

量伊单位变动成本伊机会成本率。

三、两种信用政策模型的比较

例：A公司是一个商业企业。现行信用政策是 30天内全

额付款（方案 1），销售额为 4 800万元，坏账损失率 2%，收账

费用为 5万元，上年末存货为 500万元。为扩大销售，总经理

今年 1 月初提出公司拟将信用政策改为“2/10，1/20，n/30”

（方案 2），改变信用政策后预期总销售额可增加 10%，预计有

60%的客户利用 2%的折扣，15%的客户利用 1%的折扣，其余

的客户不享受折扣。改变信用政策预计不会影响存货周转率

和销售成本率，因销售量的增加需购置一台设备以满足其生

产，购置价款为 60万元。变动成本率 80%，坏账损失为 1%，收

账费用为 3万元。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为 10%，所得税

税率 25%。请分析公司是否应改变信用政策。

1. 采用原信用政策模型分析的结果如表 2所示：

2. 采用改进后的信用政策模型分析的结果如表 3所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采用原信用政策模型进行分析，方案 2

的税前利润大于方案 1的税前利润，企业应采用新的信用政

策；根据改进后的信用政策模型进行分析，方案 2的税前利润

小于方案 1的税前利润，企业应采用原来的信用政策。因此，

企业在进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才更合理。茵

原模型

销售收入

减院现金折扣

变动成本

投资收益

减院信用成本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坏账损失

收账费用

税前利润

改进后模型

销售收入

减院税前现金折扣淤

变动成本

增加的固定成本于

投资收益

减院信用成本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盂

存货机会成本榆渊减应付账款机会成本冤

坏账损失

收账费用

税前利润

表 1 改进前后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模型对比

销售收入

减院现金折扣

变动成本

投资收益

减院信用成本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坏账损失

收账费用

税前利润

方案1

4 800

0

3 840

960

133

32

96

5

827

方案2

5 280

71.28

4224

984.72

75.16

19.36

52.8

3

909.56

表 2 原信用政策模型的分析结果

销售收入

减院税前现金折扣

变动成本

增加的固定成本

投资收益

减院信用成本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存货机会成本

坏账损失

收账费用

税前利润

方案1

4 800

3 840

960

183

32

50

96

5

777

方案2

5 280

95.04

4224

60

900.96

135.16

19.36

60

52.8

3

765.8

表 3 改进后的信用政策模型分析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