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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出口模式下收入确认的

财税差异及处理建议

汪月祥（博士） 杨俊欣

（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如何客观、准确地对收入进行确认一直是会计核算中最重要的问题，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收相关法律对收入的

确认都有相关规定，但并不一致。对于出口销售中的委托销售和提货销售，如果按税务规定确认收入将会导致收入的提前

确认，使财务报表信息失真。本文将对不同出口模式下收入确认的会计和税务处理差异展开讨论，并提出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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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产品销售方式概述

1. 即时结算销售。这是当前出口企业产品销售的主要方

式。这种销售方式下，产品出口前，出口企业即与确定的买

方签订合同，根据买方购买的产品数量、型号、规格等，从国

内采购或生产产品，并将产品运至海关办理报关手续，将提

货单交买方后，即委托银行办理与买方结算（一般采用信用

证结算）。在国际贸易中，无论是按 FOB 或 CIF 价结算，当

出口企业在指定的装运港将货物装船越过船舷后，即履行

了交货义务，买方从此时起就承担起与货物所有权有关的所有

风险。

2. 支付代销手续费方式的委托销售。在这种销售方式

下，出口企业将货物发运至境外，委托境外代理商代为销售。

这些货物在售出之前，没有确定的买方，出口企业在指定的

装运港将货物装船越过船舷后，并没有履行交货义务。出口

企业仍然承担与货物所有权相关的所有风险。

3. 提货销售。这种销售方式下，出口企业应买方要求，在

买方所在国设立仓库，在境内将产品生产后发运至境外仓

库。在买方提货之前，买方不承担与货物相关的任何风险。

二、会计与税务对收入确认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称“收入准则”规

定），收入的确认须满足以下条件，即：①企业已将商品所有

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企业既没有保留通

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

施有效控制。如果与商品所有权有关的任何损失均不需要销

货方承担，与商品所有权有关的任何经济利益也不归销货

方所有，就表明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购

货方。

税法并未对出口产品收入的确认有明确的规定，《增值

税暂行条例》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几种产品销售收入的确认：

①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商品，不论商品是否发出，均为收

到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

当天；②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商品，为发

出商品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③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

销售商品，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④采取预收货

款方式销售商品，为商品发出的当天；⑤委托其他纳税人代

销商品，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的当天；⑥视同销

售商品行为，为商品移送的当天。

《出口商品退免税管理办法》规定，出口企业自营出口和

代理出口的商品，在商品报关出口并在财务上做销售后，凭

有关凭证按月申报退免税。在实务中，税务机关规定：企业出

口产品不论以何种方式报关出口，均以取得提单并向银行办

妥交单手续的日期作为出口外销收入的实现时间。也即税务

机关一般遵循离岸原则，以出口报关单上的出口日期认定为

收入实现的时点，海关出具出口货物报关单，即证明货物已

报关离境，出口企业即需要确认收入。

三、不同出口模式下，会计和税务对收入确认差异协调

（一）即时结算销售

即时结算销售方式下，出口企业办理报关手续后，即委

托银行与买方办理结算，收入准则与税收对收入确认的规定

不存在实质差异，出口企业根据报关单、境内货物出仓单、发

票及银行托收凭证等，按照FOB价对出口产品销售收入进行

核算，如下：

①办理货物出口时（采用信用证结算），根据报关单、国

内货物出仓单、发票等进行处理。借：应收账款——×××客

户；贷：主营业务收入——出口。

②计算出口产品不得抵减的进项税额。当期不得抵扣的

进项税额=出口货物销售额×（出口货物征收率-出口货物退

税率）。借：主营业务成本——当期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贷：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③计算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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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不得抵扣的进项税

额）-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④计算免抵退税额。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出口

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⑤计算应退税额。借：应收补贴款——增值税（出口退

税）；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或：借：应收

补贴款——增值税（出口退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出口退税）。

⑥计算营业税金及附加。借：营业税金及附加——城市

维护建设税，营业税金及附件——各项附加；贷：应交税金

——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应交款——各项附加。

（二）以支付手续费方式的委托代销

根据收入准则规定，采用委托代销方式销售商品，出口

企业应根据受托代销企业交来的代销清单确认收入并支付

代销手续费。出口企业发出商品，办理出口报关至商品售出

前，货物的所有权及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并没有发生转

移，不符合收入确认的相关规定，会计上不能确认收入。如果

出口企业按照出口报关单上的货物出口日期（即税法规定）

而不是以收到代销清单作为收入确认日期（收入准则），本核

算期若出口货物未销售或未全部实现对外销售，将导致收入

的提前确认，虚计收入和应收账款、虚减存货和虚增利润，进

一步导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错误，财务报表信息失真（因

提前确认收入，账面存货已经结转销售成本，只能对虚增

的应收长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如何避免收入提前确认，保

证财务信息质量，建议做以下处理：

①货物出口环节，根据报关单、国内货物出仓单、发票等

进行处理。借：发出商品——委托代销商品；贷：库存商品。

理由：采取支付手续费委托代销商品，在收到代销清单

之前，代销商品所有权并没有转移，因此，在出口环节，不能

确认收入，做发出商品处理。

②计算出口产品不得抵减的进项税额。当期不得抵扣的

进项税额=出口货物销售额×（出口货物征收率-出口货物退

税率）。借：其他流动资产——当期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贷：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理由：因为收入没有实现，不能结转当期不得抵扣的进

项税额所产生的销售成本，但由于货物已报关，按照增值税

暂行条例的规定须计算出口不予不得抵减的进项税额，并计

入销售成本，为协调二者差异，建议将出口不予抵减的进项

税额暂时记入“其他流动资产”科目，待销售实现（确认收入）

时，再转入“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其他

流动资产——当期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③④⑤计算当期应纳税额、免抵退税额、应退税额与即

期销售相同。

⑥计算营业税金及附加。借：其他流动资产；贷：应交税

金——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应交款——各项附加。

理由：尽管收入未确认，按照税法规定，收入已实现，营

业税金及附加已产生，为协调二者差异，建议将营业税金及

附加暂时记入“其他流动资产”科目，按照收入准则确认收入

时，按比例转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

⑦收到代销清单。根据境外代销企业提交的代销清单确

认收入和应收账款，并接转销售成本。借：应收账款——保理商

或代销企业；贷：主营业务收入。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流动资产——出口不得抵减的进项税额转出（按客户提

取的产品数量予以转回相应份额）；贷：其他流动资产——出

口不得抵减的进项税额转出，发出商品——境外仓库存货。

确认营业税金及附加：借：营业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

设税，营业税金及附加——教育费附加；贷：其他流动资产。

（三）提货销售

出口企业根据买方本核算期内从境外仓库提取货物的

数量与买方办理结算。这种提货销售方式，在出口环节，尽管

货物已经离境，但货物所有权及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并没

有发生转移。如果本核算期内买方提货量小于出口企业报关

出口的货物数量，则本核算期报关出口的货物并未全部实现

销售，因此，以出口报关单货物出口日期而不以收入准则的

规定作为收入实现日期，将会导致收入的提前确认。当客户

提货期延长，滚存的应收账款将越来越大。此外，由于存货和

应收账款核算错误，当仓库存货需要计提跌价准备时，企业

只能按照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对应收账款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而不是按照存货可变现净值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导致资

产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错误，这种会计处理方式也成为

当前部分出口类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表一种重要方法。笔者

建议做以下处理。

①出口货物环节。根据报关单、国内货物出仓单、发票

等。借：发出商品——境外仓库存货；贷：库存商品。

理由：提货销售模式下在客户未提货前，货物所有权并

没有转移，因此在出口环节不能确认收入，做发出商品处理。

②③④⑤⑥同以支付手续费方式的委托代销。

⑦提取货物。买方从境外仓库提货时，根据提货清单确

认收入和应收账款，同时接转销售成本：借：应收账款——境

外客户；贷：主营业务收入。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其他

流动资产——出口不得抵减的进项税额转出（按客户提取的

产品数量予以转回相应份额）；贷：其他流动资产——出口不

得抵减的进项税额转出，发出商品——境外仓库存货。确认

营业税金及附加：借：营业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

营业税金及附加——教育费附加；贷：其他流动资产。

理由：根据合同约定，出口企业每月根据客户提货量进

行货款结算，已满足了会计准则收入确认的所有条件，因此，

应当确认收入和应收账款，同时结转成本，并根据确认的收

入转回出口不得抵减的进行税额转出、营业税金及附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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