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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蔡静静同志的《谈完善资产负

债表日后销售退回核算》一文（简称

“蔡文”）中谈到，对于资产负债表日

后调整事项中涉及对增值税的调整

时，肯定也会影响到城建税和教育

费附加的核算和调整。并且举例说

明如果考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会计报表能更真实地反映资产负债

表日后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对

于以上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蔡文中改进后的账务处理方

式与原来的账务处理方式相比，增

加了对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调

整分录，蔡静静同志认为，既然销

项税额冲回了 850 000元，相应的城

建税也应冲回 59 500元（850 000伊

7%），教育费附加也应冲回 25 500

元（850 000伊3%）。因为两项税费的

冲回增加应纳税所得额 85 000 元

（59 500+25 500），所以应调增应纳

所得税 21 250元（85 000伊25%），利润等权益类科目调增

63 750 元（59 500+25 500-21 250），应交税费等负债类科目

调减 63 750元。

假如该企业 2007年 12月销项税额共计 500万元，进项

税额 450万元，实际交纳城建税 3.5万元［（500-450）伊7%］。

2008年 1月发生销售退回，销项税额冲回 850 000 元，如果

冲减城建税将会调增 2007年度利润 59 500元，相当于 2007

年 12月营业税金及附加———城建税为-24 500元（35 000-

59 500），因城建税问题利润反而增加了 24 500元。但企业实

际交税情况并非如此，假设该退回事项发生在 2007年 12月，

企业当月销项税额为 415万元（500-85），进项税额为 450万

元，当月不用交纳增值税，城建税应为 0，而不应为-24 500

元。同样教育费附加也应为 0，而不应为-10 500元。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资产负债表日后销售退回即使

涉及销项税额冲回，也不应调整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原因如

下：首先，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计提都是以当月三税（营业

税、消费税、增值税）的实际交纳额为依据计算的，和销项税额

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其中增值税是以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

差额计提，而不是分别按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计提，如果当年

有留抵的进项税额，应自动结转到下年抵扣，也不会因留抵数

额而减少当期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就是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可以为零，但不会出现负数。所以如果按蔡文中改进后的账

务处理方式调整，则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其次，调整城

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会造成“应交税费”科目出现借方余额。它

和销项税额冲回不同，销售退回是经税务机关同意后开具红

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冲回的销项税额可以用以后的应交

税款抵减，但调减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无法用以后的应交

税款冲抵，只能长期挂账，使企业的资产更加不实。最后，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规定，资

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包括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和资产负债

表日后非调整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是指表明资

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情况的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计提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应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不应做调

整处理。茵

商品流通企业与其他行业企业比较，特点之一是与包装有

关的资产（简称“包装”资产）相对较多。对商品流通企业“包

装”资产的分类与取得的核算，现有文献介绍较少，本文对此

予以探讨。

一、商品流通企业“包装”资产的分类

“包装”资产正确分类是其会计核算和财务分析的前提。

商品流通企业“包装”资产按价值和用途的不同，可分为包装

材料、包装物（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周转材料）、固定资产。

包装材料，如包装用的纸、绳、铁皮、铁丝等，其特点是价值低，

一次性耗用。包装物（周转材料）是指为了包装本企业商品而

储备的各种包装容器，如袋子、盒子、箱子等，其特点是将作为

商品组成部分随商品一并交付给客户。与包装有关的低值易耗

品（周转材料）是指在经营过程中周转使用的不作为固定资产

核算的各种包装容器或包装器具，如不对外出售的装油的桶、

装酒的坛等，它们具有包装的外形和功能，实质是劳动工具，

其特点是企业自用，使用年限较短，价值较低。如果与包装有

关的低值易耗品使用年限较长（超过一个会计年度），价值较大，

达到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应作为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和核算。

二、商品流通企业“包装”资产取得的核算

从上述分类可知，“包装”资产还可分为与包装有关的固

定资产和与包装有关的流动资产。前者取得的核算，与一般固

定资产取得的核算无异，不再赘述。本文重点对后者取得的核

算进行探讨。与包装有关的流动资产包括包装材料、包装物

（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周转材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对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的会计核算设置了包装物（周

转材料）、低值易耗品（周转材料）会计科目，而对包装材料并

未设相应的会计科目，因此，笔者认为，在商品流通企业会计

实务中，有必要单独增设诸如“材料物资”之类的会计科目，用

于核算包装材料、办公用品等库存材料物资的实际成本。在商

品流通企业中，与包装有关的流动资产的取得业务远少于商

品的取得业务，因此可以对其简化核算。

商品流通企业的

“包装”资产如何入账

湖 南 工 程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荣树新

山
东
聊
城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白

洁

也
谈
资
产
负
债
表
日
后
销
售
退
回
核
算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上旬窑43窑阴

此，在实际工作中，平时已销商品按售价转入“主营业务成本”

账户，月末计算出当月已销商品的进销差价，据以调整主营业

务成本的原结转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指出，已销商品应分摊的

进销差价一般按以下公式计算：

商品进销差价率越月末分摊前“商品进销差价”账户余

额衣（月末“库存商品”账户余额垣月末“委托代销商品”账户余

额垣月末“发出商品”账户余额垣本月“主营业务收入”账户贷

方发生额）伊100%。

本期销售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越本月“主营业务收入”

账户贷方发生额伊商品进销差价率。

笔者认为，已销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应该按以下公式

计算：

商品进销差价率越月末分摊前“商品进销差价”账户余

额衣月末分摊前“商品进销差价”账户余额衣（月末“库存商品”

账户余额垣月末“委托代销商品”账户余额垣月末“发出商品”

账户余额垣月末“受托代销商品（视同买断方式下）”账户余

额垣本月“主营业务收入”账户贷方发生额）伊100%。

本月销售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越本月“主营业务收入”

账户贷方发生额伊商品进销差价率。

上述所称“主营业务收入”，是指采用售价进行商品日常

核算的销售商品所取得的含税收入。

二、两种商品进销差价率计算公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观点与准则指南中的差异在于商品进销差价率的计

算公式中的分母的构成不同。能够成为商品进销差价率的计

算公式中的分母的组成包括两类：一类是“主营业务收入”账

户的贷方发生额，另一类是存货类会计账户的期末余额。笔者

认为，存货类会计账户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将其

期末余额加到商品进销差价率的计算公式的分母中：淤必须

是以售价记账的存货类会计账户的月末余额；于必须是能直

接对外销售的存货；盂该存货类商品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对外

销售，都能确认为本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本文将一一分析存货类会计账户的期末余额能否加到商

品进销差价率的计算公式的分母中。商品流通企业的存货类

会计账户主要有原材料、商品采购、在途物资、发出商品、库存

商品、加工商品、出租商品、委托加工物资、委托代销商品、受

托代销商品等。其中原材料、商品采购、在途物资不满足上述

条件淤和于；加工商品、出租商品、委托加工物资不满足上述

条件淤和于；受托代销商品（收取手续费方式下）不满足上述

条件盂。只有发出商品、库存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受托代销商

品（视同买断方式下）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所以《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中商品进销差价率的计算公式建议修正

为以下公式：

商品进销差价率越月末分摊前“商品进销差价”账户余

额衣月末分摊前“商品进销差价”账户余额衣（月末“库存商品”

账户余额垣月末“委托代销商品”账户余额垣月末“发出商品”

账户余额垣月末“受托代销商品（视同买断方式下）”账户余

额垣本月“主营业务收入”账户贷方发生额）伊100%。誘

一、准则指南中的商品进销差价率计算公式及笔者的看法

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的零售企业销售商品后，财会部门

要反映主营业务收入和销货收款的情况，同时为了能及时反

映库存商品购销存的情况，便于各实物负责小组随时掌握其

经管商品的价值，明确其经济责任，需要随时转销已销库存商

品的成本。

由于零售企业库存商品是按售价反映的，因此，主营业务

成本的结转金额、库存商品的核销金额和主营业务收入的增

加金额是一致的，都是按售价结转。而商品进价与售价之间的

差价在“商品进销差价”账户内反映，所以，当已销商品按售价

从“库存商品”账户内转销时，从理论上讲，应该同时将这部分

已销商品的进销差价也从“商品进销差价”账户内转销，将已

销商品的成本调整为进价，即在“主营业务成本”账户内用进

价反映。但是，每天计算已销商品进销差价的工作量很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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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包装材料取得为例，其简化核算说明如下：某零售企业

与甲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包装材料一批，金额为 2 000元，增

值税 340元。按收到发票账单、付款和收到包装材料时间先后

不同分三种情况：

（1）发票账单、包装材料同时到达，借：材料物资 2 000，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0；贷：银行存款（或

应付账款等）2 340。

（2）发票账单先到，包装材料后到。根据发票账单先付款

时，为简化核算，可通过“应付账款”科目核算：借：应付账

款———甲公司 2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0；贷：银行存款 2 340。后收到包装材料时：借：材料物资

2 000；贷：应付账款———甲公司 2 000。如果等到收到包装材

料时付款，分录同（1）。

（3）先收到包装材料后付款。因购买包装材料的业务少，

收到包装材料时即可按合同价估价入账：借：材料物资 2 0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2 000。如果月末发票账单未

到，则下月初红字冲回，待发票账单到达再按实际成本编制分

录（1）。

如果月末发票账单到达，先红字冲回上述估价入账的分

录：借：材料物资 2 000（红字）；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

款 2 000（红字），再根据发票账单进行处理。假设本例的发

票账单显示，价款 2 000元，增值税 340元，对方代垫运杂费

100 元，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借：材料物资 2 10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0；贷：银行存款 2 440。誘

对商品进销差价率

计算公式的修正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