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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赔偿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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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出现不合格产品在所难免，由

此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赔偿方式通

常包括赔偿货物和货款抵销两种。笔者分别对这两种赔偿方

式下的会计处理进行分析。

一、赔偿货物情况下的会计处理

在赔偿货物的情况下，销货方一般会重新发出等量的合

格品来弥补上次发出的不合格品。这种做法实质上形成了第

一批货物中不合格品所有权的无偿转移。因此，销货方应采取

的会计处理方式也应该基于此经济实质。购货方验货完毕并

对质量不合格品达成货物赔偿意见后，销货方发出第二批货

物。那么，发出的赔偿货物是否需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呢？笔

者认为不需要。因为在本次发出货物后，销货方并不能取得额

外的销售收入，不符合收入的确认原则。同时，购货方也不能

对这批货物做进项税处理，因为购货方并没有花费多余的资

金来购买这批货物。实务中，有的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

按补偿的货物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

科目。这种做法扭曲了上述经济业务的实质。

例 1：甲公司销售一批材料给乙公司。该批货物的成本为

80 000元，销售价格为 100 0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增值税金额为 17 000元。乙公司在收到货物后进行了质量检

验，发现产品中有 10%的产品不合格，遂与甲公司进行沟通。

经协商，甲公司同意重新发出相同数量的产品以替代不合格

品，重新发出的产品成本为 8 000元，对这部分产品不再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另外甲公司决定不再索回不合格品，经过乙

公司估算，不合格品的公允价值为 2 000元。甲、乙公司不存

在关联方关系。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在乙公司验收货物合格前甲公司仅做发出商品处理，不

能确认收入。借：发出商品 80 000；贷：库存商品 80 000。借：应

收账款 17 00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 000。

乙公司验收发现质量不合格品，双方达成货物赔偿协议后，

甲公司发出第二批货物，其账务处理为：借：发出商品 8 000；

贷：库存商品 8 000。

经乙公司验收，第二批产品合格，甲公司销售的产品达

到收入确认条件。借：应收账款 100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借：主营业务成本 80 000；贷：发出商品 80 000。

甲公司对质量不合格品不再收回。如果不合格品是由于

管理不善或者运输不慎等原因造成的，计入管理费用；如果是

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则计入营业外支出。借：营业外支出（管

理费用）8 000；贷：发出商品 8 000。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乙公司在收到第一批货物时，检查出的质量不合格品不

应确认为公司的原材料。笔者认为可以先在“待处理财产损溢”

科目进行核算。借：原材料 90 000，待处理财产损溢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 000；贷：应付账款

117 000。

甲、乙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乙公司收到赔偿的货物，同时

对不合格品进行估价入账。借：原材料 12 000；贷：待处理财产

损溢 10 000，营业外收入 2 000。

二、货款抵销情况下的会计处理

如果购销双方采用货款抵销的方式解决质量赔偿问题，

可比照“销售折让”的会计处理。

例 2：沿用例 1的资料，假定甲、乙公司对不合格品达成

货款抵销意见，抵销金额为 10 000元。甲方取得税务部门开

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金额为 10 000元，增值税为

1 700元。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甲公司发出货物时由于货物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并未随之转移，所以甲公司不能确认收入。其账务处理与第一

种情况相同，不再赘述。

在乙公司验货完毕并对质量不合格品达成货款抵销意见

后，甲公司根据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务部门开具的红

字发票确认销售收入，同时结转成本：借：应收账款 90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900 000。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1 700；贷：应收账款 1 700。借：主营业务成本 80 000；

贷：库存商品 80 000。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乙公司收到货物时，检查出的不合格品应在“待处理财产

损溢”科目进行核算，账务处理与第一种情况下相同。

收到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红字发票时：借：应付账款 11700；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1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1 700。

对于甲公司不再收回的质量不合格品，乙公司应进行估

价后列入“原材料”，并作为营业外收入核算。借：原材料 2 000；

贷：营业外收入 2 000。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