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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公司卡业务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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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司卡使用范围主要为公务消费支出，包括因公差

旅费、业务招待费、办公费、会议费等集中报销项目。

一、公司卡业务的会计核算

1援 公司卡的会计核算方法。公司卡类似于目前国内行政

事业单位推行的公务卡，不仅具有一般银行卡所具有的授信

消费等共同属性，同时还具有财务管理的独特属性，能够将财

务管理的有关要求与银行卡的独特优势相结合，是一种新型

的公司财务管理工具，可以概括为“银行授信额度，个人持卡

消费，单位报销还款，财政实施监控”。

（1）借记卡的会计处理。由于借记卡必须先在银行存款，

因此单位在持卡消费时，会计处理一般是通过“银行存款”科

目核算，有的企业通过“其他货币资金———公务卡存款”科目

核算。笔者认为，如果企业在银行开设了专门的“公司卡”专

户，通过“其他货币资金”科目核算比较合理。

（2）贷记卡的会计处理。如果公司没有在银行预先存款，

持贷记卡消费时，其会计处理一般是通过“其他应付款”科目

核算，也有人认为应该通过“短期借款”科目处理。笔者赞同前

者，因为该项负债在规定时间是免息的，不具有借款的性质。

2援 公司卡的账务处理。公司卡的账务处理涉及持卡人消

费业务的报销和还款两个环节。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淤先

还款，后报销。账务处理为：报销时，借：相关费用类科目；贷：

其他应付款———公司卡。还款时，借：其他应付款———公司卡；

贷：银行存款/应付内部单位款。于先还款，后报销。实务中一

般的做法是将已经划转至银行的款项先转入“备用金”科目，

实际报销时冲抵备用金，有些单位的做法是记入“其他应收

款”科目，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入账科

目，具体的账务处理为：还款时，借：备用金；贷：银行存款/应

付内部单位款。报销时，借：相关费用类科目；贷：备用金。

二、跨年度费用报销的税务处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号）第九

条的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

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

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

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且由于企业所得税按年计

算、分期预缴的特征，使得企业在纳税年度内先报销后跨月或

跨年还款这种情况并不会影响当年度所得税的计算。但是，对

于先还款后跨年报销这种情况，虽然不过是时间性差异，却会

影响不同纳税年度的配比和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

由于持卡人出差或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企业在会

计年度结束前，对于发生的费用支出款项已经划转至银行，而

持卡人未能及时报销，在年后才向公司集中报销平台进行报

销，即跨年度报销。针对这种情况，税法的处理方式有两种：

1. 作为本年度费用处理。按照税法的规定，费用只能在

所属年度扣除，不能提前或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所以，当年

度的费用，即使当年度没有报账，并不意味着这笔费用就不能

在当年的所得税前扣除。如果公司卡相关费用在纳税年度所

得税汇算清缴之前报销，则可以重新办理年度所得税申报和

汇算清缴，调减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2. 实际报销时计入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必须遵循真实发生的原则，即企业

能提供证明有关支出确属已经实际发生且金额必须确定。除

国家另有规定外，根据税法确定性原则，提取备用金或其他准

备金发生的费用均不得在税前扣除，待持卡人实际报销时再

入账。公司在还款日还款金额是对持卡人一段时期内持卡消

费金额的汇总，还款金额是由多笔费用构成，但是，由于持卡

人未及时报账，所以公司在未报账之前无法准确确定每笔费

用实际发生数额。根据税法确定性原则，同时考虑到上述情况

是由于公司的报销制度及报销时间滞后等客观原因引起的，

费用发生日期与进账日期相差很小，不属于会计差错，也不是

以减少或逃避税款为目的的安排，实际操作中，金额不大，企

业所得税一般不做纳税调整，不存在税务风险，直接作为入账

年度的费用扣除。

对于跨年度费用报销两种不同的税务处理方法，尽管长

期来说并不会影响公司缴纳税款的数额，但会影响不同纳税

年度的收入费用配比，同时也会增加额外的纳税调整工作量

和费用，所以，采用公司卡的企业应该加强对公司卡的管理以

尽量减少跨年度费用报销情况的发生：淤制定严格的公司卡

报销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和监控，尽量避免跨年度费用报销入

账带来的巨大工作量及额外费用的增加。于快到年终的时候，

检查是否有当年的费用支出还没有报销的情况，没有报销的

及时查明原因并要求持卡人报销。盂年底时合理安排业务，尽

量避免将费用推迟到下年度报销。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