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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企业收入确认应注意什么

荣艳丽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郑州 450009）

【摘要】当提供的劳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时，应采用完工百分比法。但是由于科技服务企业的项目一般具

有不确定性，其方法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应根据谨慎性原则，按照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来对收入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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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企业主要是提供劳务来获取收入的企业，

对于收入的确定应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CAS 14）中提供劳务收入的规定来进行。笔者认为，

由于科技服务企业的特殊性，在进行百分比法完工程度

测量的时候，其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不同项目的

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确认。

一、会计准则对提供劳务收入确认的要求

CAS 14指出，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应满足两个条

件：第一，提供劳务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对于科技

服务企业，一般看是否签订了合同或者协议。如果签订了

合同或者协议，则可认为其金额是能够可靠计量的。第

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对于科技服务企业

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一般要看客户的信誉、

企业的以前经验估计和双方是否就结算方式和期限达成

合同或者条款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

若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则可以采用完工百分比

法来进行收入的计量。根据CAS 14的规定，完工百分比

法在具体运用时可以选用以下三种方法：①已完工作的

测量，这是一种比较专业的测量方法，由专业的测量师对

提供的劳务进行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劳务

交易的完工程度。②计算已提供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

的比例，这种方法主要以劳务量为标准确定提供劳务的

交易完工程度。③计算已发生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这种方法主要以劳务量为标准确定交易的完工程度。这

三种方法每种都有其适用的具体情况。从企业的角度看，

在提供的服务是跨年的情况下，分段确认收入、成本能够

更准确及时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二、实务中对劳务结果的可靠估计

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的前提是“提

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对此应如何界定呢？

笔者认为，要以谨慎性原则为前提，判断的依据一般看合

同或者协议，有些合同或者协议中会很明确地约定服务

提供过程中的阶段性交付，或者召开评审会，或者由独立

的第三方介入对服务的进度予以确认。经过这些程序，表

明项目的阶段风险已经转移、劳务的部分结果能够可靠

估计，因此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进度确定收入和结转相

应的成本。

实务中，不是每个合同或者协议都有明确规定的，如

果遇到合同约定不明确的情况，就存在一个会计人员职

业判断的问题。会计人员可以根据公司的相关业务部门

或项目管理部门对劳务的全部或部分结果的执行情况，

并在服务进行到某些可观测到的关键的时间节点上进行

会计估计。具体观测的时间节点有三个：①收到客户的付

款时。除了预付款外，客户的付款一般与项目的完工进度

直接相联系。收到客户的款项时，项目的经济利益已经确

定流入到企业，项目的风险也基本转移，因此可以确定收

入。②向客户开具发票时。开票如果相当于收款和项目交

付或者部分交付，则此时可确认收入。③年终决算时。年

终结算时一般会对所有项目进行整理，这时候就要对项

目的进度和结果进行判断和估计，并确定是否可以确认

相关的收入、结转项目已发生的成本。

对科技服务企业项目结果的估计，需要保持相应的

谨慎性，主要应关注“应收账款”和“劳务成本”这两个账

户。科技服务企业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时，应按照确定的提供劳务收入金额，借记“应收账款”、

“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结转劳务

成本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劳务成本”科

目。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发现应收账款与收入不配比时，

则需要关注确认的收入是否满足确认条件。

另外，还需要经常性地检查“劳务成本”科目，如果项

目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则要适时地转入成

本，避免企业出现不良资产。此时，企业应正确预计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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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劳务成本是否能够得到补偿，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当已发生的劳务能够得到补偿时，应按照能够得到补偿

的劳务成本确认劳务收入，并结转已经发生的成本；当预

计的劳务成本全部不能得到补偿时，应将已经发生的劳

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三、完工百分比法的应用举例

例1：甲科技服务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与丙公司签

订合同，为丙公司定制一款软件，工期为5个月，总收入为

400万元。到2013年12月31日，甲公司已发生成本220万
元，预计开发软件还将发生成本 80万元。2013年 12月 31
日，经专业的测量，该软件完工进度为60%。

分析：甲公司应该按照第一种方法“已完工作的测

量”来确认完工百分比。其会计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成

本；贷：劳务成本等。借：银行存款，预收账款等；贷：主营

业务收入。

例 2：甲科技服务公司于 2013年 4月 1日与乙公司签

订了一项咨询合同。合同约定，咨询期为2年，咨询费用为

30万元。乙公司分三次等额支付咨询费，第一次在项目开

始时支付，第二次在中期支付，第三次在项目结束时支

付。甲公司估计的提供咨询劳务总成本为18万元，都是咨

询人员的工资。假设每月提供的劳务量相同。

分析：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已提供

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因为在此题中，总的工

作量是确定的，且每月提供的劳务量也是已知的，满足第

二种方法的使用条件。所以，在确定完工进度时，2013年

应确认的完工进度=9×18÷24÷18×100%=37.5%，确定提

供的劳务收入=30×37.5%=11.25（万元），结转提供的劳务

成本=18×37.5%=6.75（万元）。在2014年，提供劳务的完工

进度=21÷24×100%=85.7%，确定提供的劳务收入=30×
85.7%-11.25=15（万元），结转提供的劳务成本=18×
85.7%-6.75=9（万元）。其会计分录同上。

例3：甲科技服务公司于2013年12月1日接受一项设

备安装服务，安装期为三个月，合同总收入为 60万元，到

年底已经预收了 44万元安装服务费。实际发生安装费用

28万元，假设均为安装人员的工资，估计还会发生安装费

用12万元。

分析：在这种情况下，适合采用第三种方法，即“已发

生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从此题可以看出，已发生

的成本和总成本都是能估计的，所以在 2013年 12月 31
日，应确定完工百分比=28÷（28+12）×100%=70%，2013年
12月 31日应确认的提供劳务收入=60×70%=42（万元），

应确认的提供劳务成本=（28+12）×70%=28（万元）。其会

计分录同上。

四、小结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看出三种方法的适用条件。如

果项目的成本主要是提供劳务人员的人工费，且该人工

费是企业可以控制和确定的，这时可以选用第二种方法。

如果项目成本由材料费和人工费混合构成，即成本中既

有材料费又有人工成本，则适合采用第三种方法。正如第

三个例子，因为材料成本的使用一般跟不上项目的进度，

如果按照劳务的完工程度进行结转，则会导致项目的前

期成本确认得过少，和收入的确认不配比，这样项目的毛

利率就会出现“前期高后期低”的现象，甚至会因为以后

材料价格上升从而出现阶段性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项

目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法来确认完工进度，则应当适当预

估项目的成本，但是预估项目成本会给会计核算和税务

申报会带来一些复杂的问题，因此应少采用。

实务中，若采用第三种方法即“已发生成本占估计总

成本的比例”来确定完工百分比，则对企业的项目管理要

求较高，要求会计人员能参与到项目管理的活动中来。这

是因为，项目总成本预算中不仅有项目的直接成本，还包

含着一些共同成本的归集和分摊，这都需要会计人员参

与其中才能准确地进行核算。此外，外部环境不断在变

化，项目也由于自身和客观的原因在不断变化之中，项目

的总成本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企业的相关部门在项

目管理中应经常地去测试成本是否在发生变化。企业可

以每半年或者每个季度进行一次检查。

根据以上分析，这三种估计完工百分比的方法适用

条件和优缺点可以归纳如下：①完工进度测量法，适用

于可以进行专业测量的项目。优缺点：专业测量相对精

确，但应用面较窄。②计算已提供劳务占总劳务的比例。

适用于成本构成主要为人工及其相关费用的项目。优缺

点：只需要预测总的劳务量，根据已发生的劳务量计算比

例即可。③已发生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法，适用于成

本构成除了人工及其相关费用外，还包括一定比例的材

料成本的项目。优缺点：需进行完整的成本预算，对项目

管理的要求较高。

在实际生活中，科技服务企业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

因为规模较小，项目管理还不是很全面，财务制度可能还

不是很完善，项目总成本通常难以可靠估计。这种情况下

可以借用生产企业的定额成本法来进行简化处理。可以

把根据项目的历史平均毛利率设定相对固定的成本比

例，再按合同金额来确定项目的预计总成本。使用这种方

法应经常性地检查设定的成本比例，以确保这个比例的

相对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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