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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异常活跃，业界知名企业有支付宝、财付通、快钱等。对于第三方支付企业涉及的财

税问题，现有的规定还不是十分明确，本文从第三方支付交易的实质和流程出发，探讨了第三方支付企业在日常账务处理

中所涉及的财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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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的财税处理探讨

通俗地说，第三方支付就是一些和产品所在国各大银行

签约并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

易支持平台。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

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

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

给买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

有关第三方支付最权威的规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两

个规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10］第 2号）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0］第 17号）。《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

管理办法》中规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

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

服务：淤网络支付；于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盂银行卡收单；

榆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

一、第三方支付的类型

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的规定，第三方

支付主要包括网络支付、预付卡和银行卡收单三种类型。

1. 网络支付。网络支付是指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

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的行为，包括货币汇兑、互联网支

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该类第三

方支付代表性的企业是支付宝、财付通、盛付通等互联网型支

付企业，它们以在线支付为主，捆绑大型电子商务网站。

2. 预付卡。预付卡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发行的、在发行机

构之外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预付价值，包括采取磁条、芯片等技

术以卡片、密码等形式发行的预付卡。该类第三方支付代表性

的企业是斯玛特卡，该卡经上海斯玛特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售

出后可以到签约商户进行刷卡消费。需要注意的是，《非金融

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所称预付卡不包括：淤仅限于发放社

会保障金的预付卡；于仅限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预付卡；

盂仅限于缴纳电话费等通信费用的预付卡；榆发行机构与特

约商户为同一法人的预付卡。

3. 银行卡收单。银行卡收单是指通过销售点（POS）终端

等为银行卡特约商户代收货币资金的行为。其交易流程是，最

终持卡人在银行签约商户那里刷卡消费，银行结算。收单银行

结算的过程就是从商户那边得到交易单据和交易数据，扣除

按费率计算出的费用后打款给商户。整体银行卡收单业务参

与的单位有各收单行、银联以及一些收单企业如广东汉鑫、上

海衫德等。

二、第三方支付的收入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收入是指企

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

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主要包括企业为完

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实现的收入，即主营业务

收入，还包括企业发生的与经常性活动相关的其他活动，比如

工业企业对外出售不需用的原材料、利用闲置资金对外投资、

对外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等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也构

成收入。具体到第三方支付业务，企业从事该类业务应如何确

认收入呢？对该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详细考察第三方支付的

业务流程。

1. 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收入来源。从《非金融机构支付服

务管理办法》对第三方支付业务的规定来看，第三方支付企业

的核心业务流程是：首先第三方支付企业从消费者收取备付

金（所谓备付金是指支付机构持有的客户预存或留存的货币

资金，以及由支付机构代收或代付的货币资金，具体包括收款

人或付款人委托保管的货币资金、收款人委托收取且支付机

构实际收到的货币资金、付款人委托支付但支付机构尚未付

出的货币资金等），然后消费者在商家处进行消费，之后第三

方支付企业根据消费者的支付情况与商家确认，并将消费者

的消费款打入商家账户中。同时，第三方支付企业分别向消费

者和商家收取一定的交易手续费。整个交易过程中，第三方支

付企业收取的交易手续费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除上述交易手续费收入外，在整个交易过程第三方支付

企业还有一块来自备付金的收益，即第三方支付企业收取的

备付金存放银行获得的利息收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沉淀资

金利息”。对于该部分备付金收益的归属问题，《非金融机构支

付服务管理办法》并没有提及，目前实际中第三方支付企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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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支配这部分沉淀资金利息的，由于第三方支付企业

的沉淀资金通常都较为巨大，比如以最大的第三方支付企业

支付宝为例，其日均资金沉淀规模为 100亿元，其产生的利息

收入也是很可观的，因而这也是第三方支付企业一项重要的

收入来源。

2. 两类收入来源的会计处理方式。

（1）交易手续费收入的会计处理。交易手续费，对于第三

方支付企业来说属于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

实现的收入，应将其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目前，各个第三方

支付企业均有自己的收费细则，一般来说，使用第三方支付工

具，消费者不需要付费，而商家则需要按照交易量进行缴费。

在第三方支付企业收到手续费时，应做如下分录：

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交易手续费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2）备付金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对于备付金产生的利息

收入，虽然是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但是由于《非金融机构支

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

付机构的自有财产，那么对这部分利息收入我们是否可以按

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将其冲减财务费用呢？对此，从目前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来看，还不能找到明确对应的规定。我们知

道，会计准则规定财务费用是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

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包括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

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企业发生的现金折扣或收到的现金折

扣等。

从上述财务费用的定义来看，第三方支付企业取得的备

付金利息是不属于企业的财务费用的。为此，笔者认为由于这

部分沉淀资金利息收入金额通常较大，在第三方支付企业的

整体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需要将其单独列支为收入，

以反映企业正常的盈利状况。

收到消费者支付的备付金时，企业在账面上反映为负债，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备付金

贷：其他应付款

在银行按季度结息时，企业在账面上确认收入，会计分录

为：

借：银行存款———自有资金

贷：其他业务收入———备付金利息收入

对于该部分收入是否应该缴纳营业税的问题，我们放在

下一部分讨论。

三、第三方支付的税务处理

在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在税务方面，第三方支付企业最

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开具发票；二是如何缴

纳流转税。对此，本文将按照第三方支付的三个不同类型进行

分析。

1. 网络支付。在网络支付的经营模式中，第三方支付企

业主要提供的是网络支付平台，具体业务流程如下：首先消费

者向支付平台付款，然后商家根据消费者的消费请求发货并

开具发票，最后第三方支付企业根据消费者的确认向商家付

款。这上述整个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务问题主要有如下

两个方面：

（1）第三方支付企业提供代收代付服务，应以收取的手续

费，按照《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540号）的规定，适用服

务业税目征收 5%的营业税。

（2）商家根据销售货物或者劳务，适用其本身的增值税与

营业税政策。

2. 预付卡。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预付卡经营模式下，发卡机构与商家不属于同一个实体，

具体业务流程如下：首先消费者向发卡机构支付资金购买预

付卡，然后消费者持卡到商家进行消费，最后发卡机构根据消

费者的刷卡情况向商家确认付款。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涉及的

税务问题如下：

（1）在发卡机构向买家售卡的时点，买家向发卡机构支付

资金，发卡机构将等值面额的卡片交给买家。此时一个关键的

问题是发卡机构是否要开发票给买家，对此税法并没有明确

的规定，当前的惯例中，像斯玛特这类服务卡，在售卡时是开

发票的。

（2）买家持卡去商家消费时，通常的做法是商家不再开发

票给买家，商家的理由是买家在买卡时已经收到发票了。但也

有一些商家仍然开具了发票，对此就有一个税务风险的问题，

买家获得了两次发票，也就抵扣了两次。这种情况税务机关是

明确禁止的，严禁预付卡重复开票。

（3）发卡机构在售卡时开具了发票，那么他们是如何缴

税？对此，税法也无明文规定，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在发卡机构

向商家确认买家刷卡消费金额时，要求商家给发卡机构开具

此金额的发票，发卡机构根据开具给买家的发票金额，扣减掉

商家开具给自己的发票金额，得出差额，并以此来缴纳 5%的

营业税。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上述预付卡的讨论，我们要对发卡

机构与商家属于同一实体的情况进行区分，如上述发行机构

与特约商户为同一法人的预付卡不属于《非金融机构支付服

务管理办法》规定的“预付卡”。像一些会所发行的只能在自身

连锁会所消费的卡，发卡机构的税务处理和前述做法完全不

同。具体来说，发卡机构在售卡时可以选择是否开具发票，如

果开具了发票，那么在买家消费时就不再开票，反之则需要在

买家消费时开票。

3. 银行卡收单。对于银行卡收单，业务实质与网络支付

一致，具体缴税方法也相同，这里就不再赘述。

另外，对于企业所得税，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所得税缴纳方

法与一般类型的企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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