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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销售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时按照销售金额或数量赠

送给顾客一定的积分，顾客可以在规定的有效期内，在积满一

定数量或分值、达到企业规定的某些商品或服务的兑换条件

时兑换企业或第三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是企业的一种促销

方式。本文针对积分销售交易的特点，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18号———收入》中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情

况，对其会计处理方法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一、积分销售现行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对积分销售会计处理作

明确规定，故会计工作者在实务操作中没有规范可供遵循，

致使积分销售的会计处理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1援 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有些企业在销售商品时，按

全额售价确认收入，赠送积分不作任何账务处理，待顾客兑换

商品或服务时，再区分商品或服务是由企业自己提供还是由

第三方提供，如果是由企业自己提供，则不作账务处理；如果

是由第三方提供，则按应支付给第三方的金额确认企业的销

售费用。显然，这种处理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2援 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有些企业在进行积分销售时将

收入全额确认为收入是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的。积分销售收

入一般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顾客所支付的与商品或

服务有关的价款；另一部分是顾客得到积分将来要兑换商品

或服务的价款，而这部分价款所对应的商品或服务要在将来

满足一定条件时才提供，即先收款后提供商品或服务。根据现

行企业会计准则中收入确认准则的规定，企业在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时，如果商品或服务在销售时尚未提供，虽然价款已

收或已取得收款的权利，也不能确认为收入，所以应该将积分

销售收入中的积分部分作为预收类的负债进行处理。

3援 不符合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信

息质量可靠性提出的要求是：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

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

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可靠性是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质量最基本的要求。目

前在积分销售会计处理中，待顾客兑换商品或服务时，再区分

【摘要】本文以目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销售送积分的促销方式为分析点，针对会计工作者在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国际会计准则第 18号———收入》中的第十三条和第十九条，对改进积分销售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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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节约额外产成品相关成本，包括储存成本和其他生

产成本等共计 467 400元。因此，实施 VMI 模式可以带来资

金的节约总额为 2 556 400元（600+2 088 400+467 400）。

实施 VMI模式后，由于需求信息的共享可以有效减少由

于需求放大所追加的资金，从而实现资金节约，即节约存货变

动储存成本、变动订货成本以及购置成本。另外，VMI模式由

于可减少库存量，从而可压缩库存空间，节省货物占用场地成

本和仓库设备投资。

当然，由于 VMI模式要求信息共享，因此在信息系统上

的投资相应有所增加，供应链成员之间需要合理设置利益共

享机制，公平分享实施 VMI模式所带来的资金节约，在提升

供应链竞争力的同时，实现了企业价值的共同提升。

五、小结

通过使用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对 VMI模式实施前后结果

进行分析，我们发现 VMI模式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甚至消除

由于需求预测修正所带来的“牛鞭效应”，控制供应链库存风

险，减少库存资金耗费，实现供应链竞争力提升以及成员企业

价值的提升。当然，供应链成员之间必须设置合理的奖惩机

制，以形成 VMI模式实施的持续动力支持，并采取多种措施

有效降低供应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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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务是由企业自己提供还是由第三方提供，如果是由

企业自己提供，则不作账务处理；如果是由第三方提供，则按

应支付给第三方的金额确认企业的销售费用。笔者认为，这样

的会计处理存在以下两点不足：淤如果商品或服务是由企业

自己提供的，不作账务处理，这会低估收入，应该将自己提供

的商品或服务按照公允价值确认为收入，将成本结转处理。

于如果商品或服务是由第三方提供的，按应支付给第三方的

金额确认企业的销售费用。销售费用是为实现销售交易而在

销售交易之外独立发生的，积分销售业务中第三方所支付的

金额是销售的一部分，不是销售交易之外独立发生的，因此这

样处理会混淆销售费用的概念，虚增费用。

二、积分销售会计处理的改进

《国际会计准则第 18号———收入》第十三条和第十九条

对于积分销售如何进行会计处理提供了两种方法：一是将部

分销售收入分配到积分，对这部分销售收入的确认进行递延；

二是将提供积分奖励发生的成本确认为一项预计负债。下文

将举例说明。

例：某商场店庆，举办积分销售活动：购物即赠送积分，按

1颐1进行，满 100元可获赠积分 100分。按照市场价值，积分的

公允价值为 0.1元/分，顾客在本商场中消费购物抵商品款时

可按所得积分的公允价值抵减商品款，也可以在某酒店抵减

用餐费用。购物者从购物时起开始累计积分，30天内有效，逾

期未兑现则失效。

假设顾客甲当月 1号在此商场的店庆活动中消费 4 350

元，即获赠积分 4 350分，换算成可使用金额为 435元。顾客

甲计划将兑换积分 2 000分（即换算成 200元）用于购买此商

场的一件 T恤，剩余的 2 350分（即换算成 235元）在某酒店

用餐。笔者对此项经济业务作如下会计处理（采用按递延收益

处理，不考虑相关税费）：

1援 赠送积分时的会计处理。通过对上述经济业务的分析

和相关政策的解读，赠送的积分可以兑换商品或服务，即表明

赠送的积分是有价值的，可按积分换取商品或服务的公允价

值对价作为积分的公允价值。在销售时，按收取的金额作为银

行存款或库存现金，赠送积分折算的金额 435元确认为递延

收益，差额作为收入。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 4 35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 915

递延收益 435

2援 积分使用的会计处理。按照上述经济业务的规定：顾

客甲计划将兑换积分 2 000分（即换算成 200元）用于购买此

商场的一件 T恤，剩余的 2 350分（即换算成 235元）在某酒

店用餐。赠送的积分在销售时已按积分公允价值计入递延收

益，故在使用积分时，应从递延收益转为收入。

（1）将兑换积分 2 000分（即换算成 200元）用于购买此

商场的一件 T恤。会计分录如下：

借：递延收益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

（2）将剩余的 2 350分（即换算成 235元）用于在某酒店

用餐。应该按照收支两条线来处理，首先将积分对应的 235元

从“递延收益”账户转到“主营业务收入”账户，然后按照本商

场实际支付给某酒店的金额作为销售费用处理。假设此笔业

务中商场支付给酒店的实际金额为 200元。会计分录如下：

借：递延收益 235

贷：主营业务收入 235

借：销售费用 200

贷：其他应付款———某酒店 200

3援 到期不使用积分的会计处理。假设上述经济业务中顾

客甲所持积分到期未兑现，按规定积分失效，则该积分所对应

的公允价值金额 435元应从“递延收益”账户转到“主营业收

入”账户。会计分录如下：

借：递延收益 435

贷：主营业务收入 435

4援 特殊情况的会计处理。在现实经济业务中，有时会碰到

某种商品的物价持续上涨或某种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导致为

履行义务的预计成本超过原计入递延收益中的款项，而此种

情况下的销售合同往往都是不可撤销的待执行合同，由于某

种情况致使该合同变为亏损合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八条的规定，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

时，该亏损合同产生的义务满足或有事项确认为预计负债条

件时，应将预计超过的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

若上述经济业务中，由于商场进货成本大涨，致使顾客甲

想买的那件 T恤，成本上涨为 210元，此时应将预计成本超

过原已计入递延收益的金额 10元（210-200）转到预计负债。

会计分录如下：

借：销售费用（或资产减值损失） 10

贷：预计负债 10

待顾客实际兑现时，除将对应积分的 200元递延收益转

为收入，将实际发生的成本结转外，还应将原计入预计负债的

金额冲减主营业务成本，结平所有账目。会计分录如下：

借：递延收益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10

贷：库存商品 210

借：预计负债 10

贷：主营业务成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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