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

随着我国餐饮业的快速发展，酒水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

酒水供应商为了促进商品销售，扩大市场份额，采取的营销手

段也多种多样、层出不穷，兑换“瓶盖费”的促销方式仍然是多

年来备受业内推崇、较为普遍的一种营销手段。虽然“瓶盖费”

的存在一直以来也备受争议，但对于所有酒水经销商来说却

是普遍存在、无法回避的业务问题。为便于业务处理，下面笔

者结合实际业务操作，从会计、税法角度，分析探讨一种能让

税企都能接受、针对“瓶盖费”的账务处理方式。

从性质来说，支付“瓶盖费”是商家的一种促销手段，是商

家为了吸引消费者消费自己产品、扩大自身产品销量而对消

费者作出的一种让利打折行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兑换

“瓶盖费”也是商家作为一种商品销售打折行为对消费者的书

面承诺。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酒水时，可兑换的瓶盖就是

商家给消费者的一种书面凭证，只是当时购买时没有立即兑

现这种承诺，而是待后期消费者实际前来兑换时，商家才完成

了对前期打折让利承诺的履行罢了。至于有的消费者在酒店

消费时没有索要瓶盖的情况，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消费者自

己对这种权利的放弃。在对瓶盖的兑换方式上，不同的商家都

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形成的结果及对税负的影响也不一样。

一、消费者拿来瓶盖，商家直接兑换现金

消费者购买酒类产品时，商家对可兑奖瓶盖不作账务处

理。消费者来兑换瓶盖时，商家直接以现金兑给消费者，商家

作为销售费用处理。

例：某酒水供应商（一般纳税人）销售给某消费者白酒 2

箱（每箱 6瓶，每只瓶盖可兑换 5元），含税单价 234元/箱，共

计含税金额为 468元，商家开票 468元。

购酒时，会计处理为：

借：现金 468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8

消费者来兑换瓶盖费时，商家给予兑换现金 60元（12伊

5），由于商家给予消费者直接兑换了现金，其实质已经不属于

销售折扣性质，而是作为一种回扣形式存在，固其应该作为一

项销售费用。会计处理为：

借：经营费用———促销费用 60

贷：现金 60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

第三条规定，纳税人申报的扣除要真实、合法。《关于加强企业

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税发［2005］50号）规定，企

业超出税前扣除范围、超过税前扣除标准或者不能提供真实、

合法、有效凭据的支出，一律不得税前扣除。而兑换瓶盖费的

支出依据通常是自制原始凭证，不可能取得税法规定的合法、

有效凭据（即正规发票），所以虽然在会计上可以列销售费用

处理，但在税法上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应在企业所得税申报

时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60元。

二、以瓶盖兑换实物

沿用前例，消费者以 12只瓶盖兑换食用油一瓶，该瓶油

不含税成本价为 50元，正常含税销售价为 65元（食用油的增

值税税率为 13%）。从这种兑换形式来看，税务上可以认定为

无偿赠送行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企业将

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的，应视同销售货物，因此兑换的食

用油应按同类商品的销售价格申报纳税，一方面对兑出商品

的成本支出要作营业外支出处理，同时对换出商品要作视同

销售处理。会计处理为：

借：营业外支出 57.48

贷：库存商品 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48

同时，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七条第六款规定，对

无偿赠送他人的货物在所得税前不予列支，因此企业在进行

企业所得税申报时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57.48元。

三、以销售折扣形式在消费者再次购买商品时兑现前期

的瓶盖费

这种形式就是在消费者再次购买时，商家在规定额度内

将消费者手中的瓶盖折算金额在同一张发票上以销售折扣形

式返还给消费者的一种兑换形式，是商家以瓶盖费方式向消

费者兑现折扣承诺的最终体现。商家规定的额度主要是指瓶

盖费交换金额不能大于等于购买货物所支付的金额, 以确保

所购商品折扣后的金额为正。

试析酒水瓶盖费的账务处理

庄其干

渊江苏增力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 223002冤

【摘要】本文通过具体事例，引用相关税法条文，分析了酒水瓶盖费的几种账务处理方式在会计与税务方面的不同要

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帮助财务人员正确规避酒水瓶盖费账务处理中可能存在的涉税风险。

【关键词】酒水瓶盖费 账务处理 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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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国税发［1993］154 号）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

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

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

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另根据《关

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通知》（国税函［2010］56

号）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销售额和折扣额在

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

的“金额”栏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因

此，对于瓶盖费作为折扣兑换的处理方式，符合税务机关规定

的处理要求，会计人员可参照进行账务处理。

承接前例，消费者再次到商家购酒一箱，每箱 280元，同

时持以前所购酒的 12只瓶盖到商家兑换，兑换的瓶盖费金额

应为 60元。企业将瓶盖费金额 60元作为所购酒的折扣额，与

所售酒的销售额 280元在同一张发票上体现，折扣后的销售

额为 220元（280-260）。这样，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

上列明，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

第一次购酒时，会计处理为：

借：现金 468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8

再次购酒并兑换瓶盖费时，按折扣后的销售额进行账务

处理：

借：现金 22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88.0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1.97

从以上三种针对瓶盖费的兑换方式来看，虽然前两种简

单易行，但显然不是企业想要的结果，不但没有起到节税的效

果，反而增加了企业的涉税风险。而第三种方式，不但从操作

方式上满足了税法规定的要求，而且实质上也降低了企业的

税收负担，值得会计人员在进行相关业务账务处理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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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审计时代，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审计数据均是原始手

工处理的结果，从凭证到账簿，从账簿到报表，整个业务流程

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有据可查的，审计人员根据被审计单位的

手工处理结果实施相应的审计，从接受委托、确定审计目标和

任务开始的审计准备阶段，到审计实施阶段，直至审计的终结

阶段，整个过程也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在信息化条件

下，传统手工审计的范围被延伸和放大了，审计证据来源更加

多元化，审计过程更为复杂和丰富，审计手段运用的科技含量

要求也更高。审计人员将面临“五难”：一是被审计单位信息系

统的高度自动化和集成化，使审计人员无据可查；二是被审计

单位业务过程的无缝链接，使审计人员无从下手；三是被审计

单位信息的无纸化和涂改的不留痕迹，使审计人员无从着眼；

四是被审计单位信息处理的高效性和隐蔽性，使审计人员真

假难辨；五是审计过程因信息技术运用不当出现的瑕疵，使审

计人员浑然不知。这“五难”是信息化对审计人员提出的难题，

破解难题也是历史赋予审计人员的艰巨使命。

信息化时代，面对信息资源空间的不断放大，信息行为选

择的快速多样，信息技术工具的日新月异等变化，如何抉择成

为每个审计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一、转变观念，克服消极等待和盲目乐观的极端思想

转变观念，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消极等待思想，就必须从指

导思想上明确，信息化是审计领域的一场革命，中国审计的出

信息化条件下审计人员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盛碧荷 郭田子

渊西安财经学院 西安 710100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0065冤

【摘要】信息化改变了审计的环境、内容和方法等，使得审计工作进入有别于传统手工审计的一个新领域。信息化不仅

给审计人员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审计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有效利用信息化赋予的机遇，克服人的有限理性的

障碍，提高专业胜任能力，维护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关键词】信息化 资源共享 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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