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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会计处理

吴冬才（高级会计师）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州 510515）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我国企业涉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有：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的网络支

付结算业务，通过“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等网络筹资平台进行的融资业务，通过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进行的投资

业务。企业应加强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资金管理和会计核算，通过创新资金管理模式、加强资金风险管理等手段应

对互联网金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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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电子商务、互联网业

与金融业三者之间的交叉业务日益频繁，行业融合趋势

越发明显，由此诞生了一种新金融形式——“互联网金

融”。Allen（2002）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与互联网
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并不是互联网技术的金融，而是

基于互联网思想以技术作为必要支撑的金融。Scholtens等
（2003）和Berger等（2008）H1均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各种
金融业务与现代 IT、Web技术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型金融
形式。谢平等（2012）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除改变传统
金融格局、引入竞争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优化资

金、资源配置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小

微企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相关企业的资金

管理（包括筹资、投资、营运、支付和结算）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资金管理渠道和方式，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大拓展

了企业资金管理的边界，推动了企业资金管理方式的创

新，提高了企业资金管理的收益，降低了企业资金管理的

成本，企业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值得思考与研究。

二、企业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会计处理与应用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兴的发展领域，它是互联网和

金融两个领域的结合体，是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在线

支付功能和通信技术为相关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全新金

融业务模式。目前，我国企业涉及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

包括：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的网络支付结算业务，通

过“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等网络筹资平台进行的融资

业务，通过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进行的投资业务。本文结

合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对企业涉及的以上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分析与应用。

1. 第三方支付结算业务的会计处理与应用。第三方

支付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传递支付指令，完成从用户到

商户的在线货币支付、资金结算、查询统计等一系列过

程。从事第三方支付的非银行机构一般称为第三方支付

企业，主要服务于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交易中重要的支

付手段。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非

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

为中介机构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第三方支付属于其

中的网络支付，因此，本文所称第三方支付为非金融机构

互联网支付。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企业通过第三方

支付平台进行支付结算的资金量不断增大，支付结算业

务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目前我国有支付牌照的第三方

支付平台包括：支付宝、财富通、快钱、汇付天下、

YEEPAY 、贝宝 、网银在线、环迅 IPS、首信易、云网、银联
支付等，其中支付宝市场交易份额最大，占据市场份额的

近50%。本文以支付宝为例分析第三方支付结算业务的会
计处理。

企业应根据在支付宝官网开设的企业支付宝账号设

置“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明细账，该账户核算

企业通过支付宝进行的各类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从关联

银行账户对支付宝充值时，借记“其他货币资金——支付

宝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支付采购货款时（选

择支付宝担保交易方式），借记“预付账款”科目，贷记“其

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科目。收到采购货物，确认

付款时（以一般纳税人为例），借记“库存商品”、“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预付账款”科

目。销售发货时，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

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收到

货款时，借记“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科目，贷记

“应收账款”科目。

例 1：2013年 1月 1日A公司（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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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7%）淘宝店开业，公司从银行账户向支付宝充值30万
元。1月 2日下单采购甲商品 20万元，增值税 3.4万元，货
款通过支付宝预付，1月5日收到甲商品并验收入库。1月
8日销售甲商品 11.7万元（含税价），当天发货，1月 10日
支付宝收到买家货款。

A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月1日：借：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300 000；

贷：银行存款300 000。
1月 2日：借：预付账款 234 000；贷：其他货币资金

——支付宝存款234 000。
1月5日：借：库存商品2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34 000；贷：预付账款234 000。
1月 8日：借：应收账款 117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 000。
1月10日：借：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117 000；

贷：应收账款117 000。
2. 网络借贷业务的会计处理与应用。网络借贷是通

过网络平台进行的点对点信贷（P2P）服务，是一种不依赖
银行等金融机构，而通过网站平台完成的信用借贷筹资

形式，是传统借贷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一种金融创新

服务。网络借贷为企业提供了新的筹资渠道，降低了企业

融资门槛，提高了企业融资速度。2007年，我国第一家P2P
在线借贷网站“拍拍贷”于上海成立。截至2013年底，我国
P2P在线平台已经超过 1 000家，活跃的平台为 200家左
右，全年累计贷款额1 058亿元，已经粗具规模。目前国内
主流网络借贷平台有“拍拍贷”、“人人贷”、“搜贷 360”、
“红岭创投”、“陆金所”、“微贷网”等。本文以“拍拍贷”为

例分析网络借贷业务的会计处理。

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可以向“拍拍贷”提出申请，通过

“拍拍贷”审核后，企业在平台发布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及

所能承担的最高利率等信息。有投资意向的贷款人对借

款利率进行逆向竞拍，当贷款资金溢出，利率较低的部分

贷款人对借款人进行投资，借款人成功融资。“拍拍贷”扣

除相关服务费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将剩余资金转入企

业账户。企业会计处理：借记“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

存款”、“财务费用”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拍拍贷借

款”科目。如转入银行账户，则：借记“银行存款”、“财务费

用”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拍拍贷借款”科目。企业

按月还贷时，借记“其他应付款”、“财务费用”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

例 2：2013年 2月 1日A公司在“拍拍贷”成功借款 48
万元，期限 6个月，成交服务费 2%，其他费用300元，每月
末等额还本付息8.5万元。

A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2月1日：借：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或银行

存款）470 100，财务费用 9 900（480 000×2%+300）；贷：其

他应付款——拍拍贷借款480 000。
2 ~ 6月末：借：其他应付款——拍拍贷借款80 000，财

务费用5 000；贷：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或银行
存款）85 000。

3. 众筹融资业务的会计处理与应用。众筹融资的运
作始于国际金融危机后，以 2009年美国Kickstarter 众筹
平台的正式出现为标志。我国在借鉴Kickstarter运作模式
的基础上，于2011年上线首个众筹平台——“点名时间”。
众筹融资在短短几年发展时间内，规模上呈现惊人的增

长速度。Massolution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众筹融资
总额为5.3亿美元，2012年上升至 28亿美元，到2013年达
51亿美元。众筹融资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指
个人或者企业法人利用互联网传播的特点，通过网络平

台面向公众进行资金筹集的融资模式，特别适合初创业

的中小企业。对于众酬融资模式，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其在

我国是否涉嫌非法集资的质疑。点名时间联合创始人、

CEO张佑认为，众筹模式本身其实是一种团购的形式，和
非法集资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所有的项目不能够以股

权或者资金作为回报，项目发起人更不能向支持者许诺

任何资金上的收益，必须是以实物、服务或者媒体内容等

作为回报，对一个项目的支持属于购买行为，而不是投资

行为。本文以点名时间为例分析网络借贷业务的会计处

理。

创业企业发起人通过视频、图片、文字介绍，把自己

希望实现的创意或梦想展示在点名时间网站平台，并设

定融资的目标金额、达成目标的时限及项目回报（未来交

付的产品或服务）。喜欢该项目的人可以承诺“捐献”一定

数量的资金，若项目在目标期限内获得目标金额，则项目

融资成功，平台将支持者的资金交付创业企业，并从中抽

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由于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的限制，支持者既不可能是股东（企业所有者），也不

是债权人（无返本付息的合同约束），也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捐赠”（项目未来有产品或服务的回报）。笔者认为，我

国目前开展的众筹业务既不是传统的股权融资方式，也

不是传统的债务融资方式，但众筹业务实质上还是融资

业务，所以企业在处理众筹业务时可借记“银行存款”或

“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科目，贷记“长期应付款

——点名时间众筹款”科目。企业将来给予支持者产品回

报时，借记“长期应付款——点名时间众筹款”、“财务费

用”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科目，同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

记“库存商品”科目。企业将来给予支持者回报时，借记

“长期应付款——点名时间众筹款”、“财务费用”科目，贷

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科目。

例3：2013 年6月17日A公司在点名时间发布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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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项目，目标资金 138万元，8月 1日成功筹集资金 158
万元，支付平台佣金 10%，实际募集资金 142.2万元，对支
持者的回报为电影票、海报等物品，假设其实际市场售价

212万元（含税），企业最终会以邮寄的方式发给出资者。
“营改增”后增值税税率为6%。

A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8月 1日：借：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

存款）1 422 000，财务费用 158 000；贷：长期应付款——
点名时间众筹款1 580 000。
企业将来回报支持者电影票、海报等物品时：借：长

期应付款——点名时间众筹款 1 580 000，财务费用
540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0 000，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120 000 。

4.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会计处理与应用。互联网
金融理财是以传统的金融理财为基础，借助互联网的形

式来获得理财收益的一种投资理财活动。当前国内互联

网金融理财主要是借助第三方支付机构或电商平台等来

实现，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主要有阿

里巴巴“余额宝”、百度“百赚”、腾讯“理财通”、苏宁“零钱

宝”、天天“活期宝”等 20余种，这种集聚闲散资金进行投
资的行为激起了各路零散资金进行理财的热情。根据天

弘基金方面披露的数据，截至2014年 3季度末，余额宝规
模达 5 349亿元，用户数增至 1.49亿人，单季度增加 2 500
万户，增幅 20%。下文以余额宝为例分析互联网金融理财
产品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根据在余额宝官网开设的企业余额宝账号设

置“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宝存款”明细账，该账户核算

企业通过余额宝进行的各类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及收益结

算业务。将资金从支付宝转入余额宝账户时，借记“其他

货币资金——余额宝存款”科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

——支付宝存款”科目。通过余额宝支付采购货款时，会

计处理同支付宝结算业务。月底结算投资收益时，借记

“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宝存款”科目，贷记“投资收益”

科目。

例4：2013 年9月1日A公司从支付宝转出30万元到
余额宝账户，9月 2日下单采购甲商品20万元，增值税 3.4
万元，货款通过余额宝预付。9月5日收到甲商品并验收入
库，月底计算本月理财收益共计288元。

A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9月1日：借：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宝存款300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存款300 000。
9月 2日：借：预付账款 234 000；贷：其他货币资金

——余额宝存款234 000。
9月5日：借：库存商品2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34 000；贷：预付账款234 000。
9月 30日：借：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宝存款 288；

贷：投资收益288。
三、结语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够完善，

互联网金融还处于无监管状态，互联网金融环境较为复

杂，企业涉互联网金融业务面临一定的风险。一方面，部

分互联网支付平台在未获得基金销售牌照或者超出牌照

范围的情况下，利用旗下的支付渠道与基金公司合作，借

道从事基金购买和销售等活动，这种“打政策擦边球”行

为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

法规与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的方式有冲突，互联网金融筹

资模式处于无准入门槛、行业标准、主管机构的“三无”状

态，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没有完善的个人信用评级机

制，导致网络借贷、众筹融资在我国面临较大的法律障

碍。因此，企业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会计处理应严格遵守

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

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科技迅猛发展，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社

交网络等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为互联网金融的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动力，推动着互联网金融进入

加速发展阶段，网络支付方式将更加高效便捷，网络借

贷、众筹融资以及互联网金融理财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将

持续不断地创新。互联网金融将改变企业传统的资金管

理模式，解决资金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节约企业资金

交易成本，优化资金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提高资金市场资

源配置效率。可以预测的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将更加贴近

各类实体企业的差异化资金管理需求，企业涉互联网金

融业务会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企业财务部门将面临

如何处理复杂互联网金融业务等诸多会计问题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也将对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改进和完

善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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