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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为了扩大销售需要采取多种促销手段，以激起顾客

的购买欲望和行为，奖励积分是众多促销手段中一种比较常

见的方式。目前会计准则规定销售积分应采用递延收入法处

理，但有些企业并不采用递延收入法，而是将顾客获得的奖

励积分作为伴随收入完成过程中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这种流

出是与收入相匹配的增量成本，又因为这种交易附合或有事

项的定义，所以有些企业作为或有事项来进行处理。不同企

业采用不同处理的方法，企业之间信息不可比，如何合理处

理销售积分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尧现 有 积 分 促 销 方 式 会 计 处 理 方 法

（一）递延收入法

会计准则规定的递延收入法，将积分销售的处理分为三

个阶段：一是销售商品授予顾客积分时的处理；二是顾客兑

换积分时的处理；三是积分到期时的处理。

1. 销售商品授予顾客积分时的处理。会计准则规定，应

当将销售取得的货款或应收账款在本次商品销售或劳务提

供产生的收入与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间进行分配，将取得的

货款或应收账款扣除奖励积分公允价值的部分确认为收入，

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确认为递延收益。故销售时的会计分录

编制如下：借：库存现金等；贷：主营业务收入（销售额-奖励

积分公允价值），递延收益（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主营业务成本（销售商品

成本）；贷：库存商品。

2援 顾客兑换积分时的处理。获得奖励积分的顾客满足条

件时有权利取得授予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在顾客兑换奖励积

分时，授予企业应将原计入递延收益的与兑换积分相关的部

分确认为收入，确认为收入的金额应当以被兑换用于换取奖

励的积分数额占预期将兑换用于换取奖励的积分总数的比

例为基础计算确定。会计分录编制如下：

（1）在本商场兑换商品：借：递延收益（奖励积分的公允价

值）；贷：主营业务收入。借：主营业务成本（兑换商品的成

本）；贷：库存商品。

（2）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借：递延收益（奖励积分的公

允价值）；贷：主营业务收入。借：销售费用（支付给第三方的

价款）；贷：其他应付款。

3援 顾客到期未兑换积分时的处理。将原先确认为递延收

益的部分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会计分录编制如下：借：递延

收益（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贷：主营业务收入。

例：A商场举办积分销售活动，凡购物满 100元可获得

100个积分，按 0.2元/分定价。顾客可按积分的价值兑换商

品，也可以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从购物时起累计积分，30

天内有效。某顾客一次性购买 1 000元商品，含税进价 700

元，即不含税进价为 598.29 元；200 元积分对应的含税进

价 140元，即不含税进价为 119.66元。

（1）商场授予顾客积分时的会计处理：借：库存现金 1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683.76，递延收益 170.94，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45.3。借：主营业务成本 598.29；贷：库

存商品 598.29。

（2）顾客将 200 元积分在商场兑换商品时的会计处理：

借：递延收益 170.94；贷：主营业务收入 170.94。借：主营业务

成本 119.66；贷：库存商品 119.66。

顾客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时 A商场需支付 140元的

商品款给第三方，其会计处理：借：递延收益 170.94；贷：主营

业务收入 170.94。借：销售费用 140；贷：其他应付款 140。

（3）顾客未使用积分时的会计处理：借：递延收益 170.94；

贷：主营业务收入 170.94。

（二）或有事项法

1援 销售商品授予顾客积分时的处理。将销售商品或提供

劳务时取得的账款或应收款全部确认为当期销售收入，将未

来兑换奖励积分时本企业提供商品或劳务而增加的额外成

本，或由第三方提供商品、劳务而支付给第三方的金额，确认

为当期的“主营业务成本”和“预计负债”。会计分录编制如

下：借：库存现金等；贷：主营业务收入（销售额），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主营业务成本（销售商品

成本）；贷：库存商品。借：主营业务成本（预计因兑换积分产

生的额外成本）；贷：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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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积分销售在市场上已经运用得十分广泛，会计准则中规定销售积分应采用递延收入法处理，但在实务中不

少企业采取了其他处理方式如或有事项法，而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未有一致结论。本文通过实例分析，对销售

积分的现有会计处理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积分销售 递延收入法 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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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顾客兑换积分时的处理。顾客实际兑换积分时按其产

生的增量成本冲减“预计负债”，如果是在第三方兑换积分，则

在冲减“预计负债”的同时将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计入

当期损益。会计分录编制如下：

在本商场兑换商品时的会计处理：借：预计负债———奖励

积分（预计因兑换积分产生的额外成本）；贷：主营业务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兑换商品的成本）；贷：库存商品。

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时的会计处理：借：预计负债———

奖励积分（预计因兑换积分产生的额外成本）；贷：主营业务成

本。借：销售费用（支付给第三方的价款）；贷：其他应付款。

3援 顾客到期未兑换积分时的处理。如果到期顾客未使用

积分，则将原先确认的“预计负债”转入“营业外收入”处理。会

计分录编制如下：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预计因兑换积

分产生的额外成本）；贷：营业外收入 。

接上例：

（1）授予顾客积分时，对销售 1 000元商品的处理，积分

含税成本 140元：借：库存现金 1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854.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45.30。借：主营业务成

本 598.29；贷：库存商品 598.29。借：主营业务成本 119.66；贷：

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119.66。

（2）顾客使用 200元积分时：在本商场兑换商品：借：预计

负债———奖励积分 119.66；贷：主营业务成本 119.66。借：主营

业务成本 119.66；贷：库存商品 119.66。

顾客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时 A商场需支付 140元的

商品款给第三方，其会计处理：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119.66；贷：主营业务成本 119.66。借：销售费用 140；贷：其他

应付款 140。

（3）顾客未使用积分时的会计处理：借：预计负债———奖

励积分170.94；贷：营业外收入 170.94。

二 尧 现 行 的 两 种 会 计 处 理 方 法 存 在 的 问 题

1援 递延收入法存在的问题。如果交易跨越不同的会计期

间，则会给企业人为降低收入、操纵利润创造机会。如果因积

分造成的递延收益数额很大，又无法在当期确认收入，则在编

制当期财务报表时会导致信息不完整。

2. 或有事项法存在的问题。主营业务成本账户是用于核

算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经营

活动发生的实际成本。而在这种处理方式中，当客户没有兑换

积分、商家也没有销售积分所对应商品的情况时，确认成本显

然是不合理的，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导致当期成本虚增，也会

影响当期的财务比率，如毛利率、成本变动率等，从而影响到

企业的经营决策等。

三 尧 恰 当 的 销 售 积 分 处 理 方 式

笔者认为或有事项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奖励积分具备

了或有事项的三个特征，即积分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

的，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奖励积分是否兑换只能由未来

不确定的兑换或不兑换加以证实，而影响奖励积分结果的不

确定性因素也不是由企业控制。不过，在会计处理上不应该将

可能导致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记入“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而应

将其记入“销售费用”科目。因为销售费用是与企业销售产品、

自制半成品和工业性劳务等过程有关的各项费用，应等到顾

客兑换积分时再结转实际成本，这样处理才是合理的。

（一）销售积分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时

1援 销售商品授予顾客积分时的会计处理。销售商品或提

供劳务确认收入时，伴随的奖励积分会引起未来经济利益的

流出，如果这种经济利益流出同时符合预计负债确认的三个

条件：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

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则应该根

据以往的经验数据确定一个最佳估计数，以此确认“销售费

用”和“预计负债”。

会计分录编制如下：借：库存现金等；贷：主营业务收入

（销售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主营业

务成本（销售商品成本）；贷：库存商品。借：销售费用［预计兑

换礼品成本伊（1+17%）或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17%）］；

贷：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2援 顾客兑换积分时的会计处理。

（1）顾客兑换积分的价值与原先确认的预计负债金额相

一致，但其兑换的方式不一样。

兑换礼品时。顾客按照商家规定用积分兑换礼品时，则在

冲减预计负债的同时结转礼品的成本，因为税法上将此视同

销售，所以要同时缴纳销项税。会计分录编制如下：借：预计负

债［礼品成本伊（1+17%）］；贷：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

兑换商品时。顾客用积分兑换的商品时应将之确认为主

营业务收入，同时结转商品成本。会计分录编制如下：借：预计

负债 ———奖励积分［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17%）］；贷：主营

业务收入（兑换的商品销售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7%）。借：主营业务成本（兑换

商品的成本）；贷：库存商品。

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如果顾客将销售积分在第三方

进行消费，则商家在冲减预计负债的同时要支付给第三方相

等金额，因为这项流出与销售活动有关，所以应将之计入销售

费用。会计分录编制如下：

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预计顾客在第三方消费的金

额）；贷：销售费用。借：销售费用（顾客实际在第三方消费的金

额）；贷：其他应付款。

（2）对于顾客兑换积分的价值超出原先确认的预计负债

金额的差额部分，笔者认为应该将之直接计入当期的销售费

用即可，不过，兑换的方式有两种情况：

兑换礼品时的会计处理：借：预计负债［预计礼品成本伊

（1+17%）］，销售费用［顾客实际兑换的礼品成本伊（1+17%）-

预计礼品成本伊（1+17%）］；贷：库存商品（顾客实际兑换的礼

品成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顾客实际兑

换的礼品成本伊17%）。

兑换商品时的会计处理：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预

计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17%）］，销售费用［客户实际兑换的

商品销售额伊（1+17%）-预计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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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主营业务收入（实际兑换的商品销售额），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顾客实际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7%）。

借：主营业务成本（兑换商品的成本）；贷：库存商品。

（3）顾客兑换积分的价值低于原先确认的预计负债金额

时，低于原先确认的预计负债的差额部分，直接冲减剩余的预

计负债以及相对应的销售费用即可。不过，兑换的方式也有两

种情况：

兑换礼品时的会计处理：借：预计负债［实际兑换礼品

成本伊（1+17%）］；贷：库存商品（实际兑换礼品成本），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预计负债［预计礼品成

本伊（1+17%）-顾客实际兑换的礼品成本伊（1+17%）］；贷：销

售费用。

兑换商品时的会计处理：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实

际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17%）］；贷：主营业务收入（实际兑

换的商品销售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实

际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7%）。借：预计负债［顾客实际兑换的

商品销售额伊（1+17%）-预计兑换的商品销售额伊（1+17%）］；

贷：销售费用。借：主营业务成本（兑换商品的成本）；贷：库存

商品。

（二）销售积分不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时

1援 销售商品授予顾客积分时的会计处理。如果商家不能

合理预计顾客未来兑换积分的比例，无法确定一个最佳的估

计数，不用将未来导致商家经济利益的流出确认为预计负债，

也无需对未来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出作会计处理。

2援 顾客兑换积分时的会计处理。当顾客兑换积分时，应

当将经济利益的流出作当期损益处理，直接计入销售费用，但

因兑换的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1）兑换礼品时的会计处理：借：销售费用［实际兑换礼品

成本伊（1+17%）］；贷：库存商品（实际兑换礼品成本），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实际兑换礼品成本伊17%）。

（2）兑换商品时的会计处理：借：销售费用［实际兑换的商

品销售额伊（1+17%）］；贷：主营业务收入（实际兑换的商品销

售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实际兑换的商

品销售额伊17%）。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

（3）顾客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时的会计处理：借：销售

费用（顾客实际在第三方消费的金额）；贷：其他应付款。

3援 顾客到期未兑换积分时。因为在销售商品时，没有对

未来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出作出处理，对到期确认顾客

没有兑换积分的，也就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三）会计处理举例

1援 假设销售积分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且根据以往经

验，可以预计积分兑换比例为 80%。

接上例：

（1）授予顾客积分。对销售 1 000元商品的处理为：借：库

存现金 1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854.70，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145.30。借：主营业务成本 598.29；贷：库存商

品 598.29。借：销售费用 131.04（或 187.20）；贷：预计负债———

奖励积分 131.04（或 187.20）。

（2）到期时顾客兑换积分比例与预计相一致。

顾客兑换礼品时：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131.04；贷：

库存商品 112，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9.04。

顾客兑换商品时：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187.20；贷：

主营业务收入 16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7.20。借：主营业务成本 112；贷：库存商品 112。

顾客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A商场需支付 112元的商

品款给第三方时则：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131.04；贷：销

售费用 131.04。借：销售费用 112；贷：其他应付款 112。

（3）当顾客全部兑换积分，超出原先预计时。

兑换礼品时：借：预计负债 131.04，销售费用 32.76；贷：库

存商品 14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3.8。

兑换商品时：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187.20；销售费

用 46.8；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34。借：主营业务成本 140；贷：库存商品 140。

（4）当顾客只兑换 60%的积分，低于原先预计时。

兑换礼品时：借：预计负债 98.28；贷：库存商品 84，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4.28。借：预计负债 32.76；

贷：销售费用 32.76。

兑换商品时：借：预计负债———奖励积分 140.40；贷：主营

业务收入 1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0.4。借：

预计负债 46.8；贷：销售费用 46.8。借：主营业务成本 84；贷：

库存商品 84。

2援 销售积分不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到期时顾客兑

换了 80%的积分。

（1）授予顾客积分时的会计处理。对销售 1 000元商品的

处理，借：库存现金 1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854.7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45.30。借：主营业务成本 598.29；

贷：库存商品 598.29。

（2）顾客兑换积分时的会计处理。

兑换礼品时：借：销售费用 131.04；贷：库存商品 112，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9.04。

兑换商品时：借：销售费用 187.20；贷：主营业务收入 16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7.20。借：主营业务成

本 112；贷：库存商品 112。

在第三方抵减消费费用，A商场需支付 112元的商品款

给第三方时：借：销售费用 112；贷：其他应付款 112。

（3）顾客到期未兑换积分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综上所述，改进后的或有事项法更真实地体现了企业的

收入和支出，其会计科目的使用更为合理，因此我们认为商家

在顾客未兑换积分前，应将很可能造成的经济利益流出作为

预计负债处理，将其计入销售费用中，待到将来确定顾客兑换

积分时再冲销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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