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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企业“流量支持”会计处理及其影响
——结合美国准则规定的对比分析

高靓君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电子商务运营企业依赖于电商平台企业“流量支持”的现象逐渐增多，而我国的会计准则却缺少这一

类交易的会计处理相关规定。本文以腾讯为京东提供“流量支持”这一事件为例，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企业关于“流

量支持”会计处理的异同，并探讨了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对电商运营企业的财务报表以及投资者的决策产生的影

响，从而得出最适合中国电子商务环境的会计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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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支持”是指基于电子商务运营企业与电商平台

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的关系，平台企业以其业务

上人流量众多的优势为运营企业提供交易通道，为其创

造增加收入的机会。2014年 3月，腾讯与京东达成战略合

作协议，腾讯在微信和手机QQ上为京东提供一级入口，

即腾讯为京东提供“流量支持”。这一举动给京东带来的

流量贡献很大，同年第四季度，京东来自无线端的订单量

同比增长了 372%。在电子商务市场，电商企业之间的“流

量支持”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流量意味着客源，网站

的浏览量越大，顾客消费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电子商务

市场的发展，电商企业之间通过“流量支持”进行合作的

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在会计上是否对该“流量支持”进行

会计处理、进行何种会计处理，将对电商企业的资产、权

益及当期利润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蔡立新（2010）针对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对会

计创新提出迫切要求，指出网络会计与电子商务的协同，

可以产生“1+1>2”的效果。张莉（2010）认为电子商务的发

展给传统会计带来了全方位、根本性的变革，对传统会计

的会计职能及会计假设产生影响，并由此分析了电子商

务环境下会计的发展趋势。柳英慧（2011）从销售者的角

度，对淘宝网中附退货权、赠送代金券等特殊交易的会计

处理进行了研究。王学慧、麻红晓（2014）认为购买者对网

站的点击量应构成电子商务企业的无形资产，点击量越

大，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就越大。王建军、张召浦（2006）
认为电子商务企业之间基于如分销关系、供应关系等合

同关系产生的经济价值应当被看作是企业的无形资

产，原则上按照直线法进行摊销，同时，应考虑是否该在

会计账目中披露亏损以及用何种方法评估亏损等。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部分学者从会计与电

子商务的协同效果、传统会计的发展趋势等方面，强调了

会计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将是不可阻挡的；也有学者对电

子商务环境下某些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进行了研究，如

收入的确认问题等；部分学者意识到电子商务环境下某

些特殊交易的经济价值，如网站的点击量等。这些研究虽

然强调了电子商务会计的重要性，也对电子商务环境下

的部分会计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并没有涉及电子商务

企业之间“流量支持”等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虽有学者

注意到电子商务企业间“流量支持”的价值，但并未对其

做深入的研究。本文以腾讯为京东提供“流量支持”这一

事件为例，对相关会计处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例解中美企业关于“流量支持”的会计处理

京东与腾讯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规定，腾讯以现

金 2.15亿美元，旗下的QQ网购、拍拍网的 100%股权以

及易迅网的少数股权换取京东商城 15%的流通股份（约

3.5亿股，每股账面价值 1美元）和首次公开募股时以招

股价认购 5%股票的权利，而京东商城将享有收购易迅剩

余股权的权利并将获得腾讯的“流量支持”。根据评估，

京东商城 20%的股权作价 15亿美元，而腾讯提供的所有

可计量的成本只有5亿美元，中间的差价即为京东享有的

收购易迅剩余股权权利的价值以及获得的腾讯“流量支

持”的价值。

关于腾讯对京东提供的“流量支持”，按照美国的会

计准则，由于流量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京东在会

计上将其记入“无形资产”账户，予以资本化处理。而中国

的电子商务市场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尚未形成统一的会

计规范，市场上对“流量支持”的会计处理缺乏统一的标

准，经综合整理发现主要有三种会计处理方式：①在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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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时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后期作为销售费用摊销，

即资本化处理；②在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作为销售费用处

理，即费用化处理；③不进行任何会计处理。

本文在对中美企业关于“流量支持”的会计处理进行

分析时，做出如下假设：①忽略京东享有的收购易迅剩余

股权权利的价值，而将腾讯“流量支持”的价值作价 10亿

美元；②假设该“流量支持”无论是作为无形资产还是长

期待摊费用，摊销年限均按 5年计算，摊销方法均采用直

线法，摊销时间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计算。

（一）美国企业关于“流量支持”的会计处理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将无形资产定义为“没有实物

形态且非货币性的、使企业拥有法定权利或竞争优势的、

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经济资源”。基于京东获得的“流

量支持”没有实物形态，且能为京东带来巨大的竞争优

势及未来收益，故京东将其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京东在

与腾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合并日，将增加银行存款2.15
亿美元，增加长期股权投资2.85亿美元（15-10-2.15），将

腾讯为其提供的“流量支持”记入“无形资产”账户，金

额为 10亿美元，同时，京东的股本将增加 3.5亿美元，其

差额 11.5亿美元（15-3.5）记入“资本公积”账户。会计分

录为：

借：银行存款 2.15
长期股权投资 2.85
无形资产 10
贷：股本 3.5

资本公积 11.5
在随后5个会计年度，采用直线法对该无形资产逐月

摊销，按照摊销期间该无形资产的受益对象，将摊销额记

入“销售费用”账户，以一个季度为核算周期，则摊销金额

为0.5亿美元（10÷5÷12×3），会计分录为：

借：销售费用 0.5
贷：累计摊销 0.5

（二）中国企业关于“流量支持”的会计处理

中国电子商务会计发展的不完善使得关于“流量支

持”的会计处理缺乏统一的规范，主要有以下三种处理

方式：

1. 资本化处理。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将长期待摊费

用界定为“企业已经支出，但摊销期限在 1年以上的各项

费用”。京东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将获得的“流量支持”

一次性支付完毕，但其收益分布在以后各个会计期间，该

“流量支持”本应该在以后各个会计期间分期支付，因此

将其记入“长期待摊费用”账户。京东在与腾讯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合并日，将增加银行存款2.15亿美元，增加长

期股权投资2.85亿美元，增加长期待摊费用10亿美元，同

时，京东的股本将增加 3.5亿美元，资本公积增加 11.5亿

美元，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2.15
长期股权投资 2.85
长期待摊费用 10
贷：股本 3.5

资本公积 11.5
按照长期待摊费用的费用分摊期间，采用直线法对

其逐月摊销，并按受益对象，将摊销额记入“销售费用”账

户，一个季度摊销的金额为0.5亿美元（10÷5÷12×3），会计

分录为：

借：销售费用 0.5
贷：长期待摊费用 0.5

2. 费用化处理。京东在与腾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

所获得的腾讯“流量支持”是京东为了在以后会计期间销

售产品提高销售额而一次性支付的以股权为代价的费

用，为简便起见，将其直接记入“销售费用”账户。合并日

将增加银行存款 2.15亿美元，增加长期股权投资 2.85亿

美元，增加销售费用 10亿美元，同时，京东的股本将增加

3.5亿美元，资本公积增加11.5亿美元，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2.15
长期股权投资 2.85
销售费用 10
贷：股本 3.5

资本公积 11.5
由于销售费用的数额巨大，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应充

分披露该销售费用的适用政策、数额、使用情况等。但由

于在腾讯提供“流量支持”使得京东销售额提高的会计期

间内并没有反映应该发生的销售费用，因此该种处理方

式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应被淘汰。

3. 不作会计处理。由于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发展不成

熟，“流量支持”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可，在会计账务上

可能不会对京东获得的“流量支持”进行反映，而是将京

东和腾讯所提供的资产价值之间的差额直接记入“股本”

和“资本公积”账户中。京东在与腾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2.15
长期股权投资 2.85
贷：股本 3.5

资本公积 1.5
三、不同会计处理方式产生的影响

自京东与腾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从京东的财

务报表中可以看出，京东连续几个季度都呈现亏损状态，

而实际上京东已经开始盈利。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中美企业对“流量支持”的确认和计量不同。中美企业对“流

量支持”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不仅对电商运营企业

的财务报表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影响电商运营企

业展现给投资者的经营状况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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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量支持”确认时的影响

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日，按照美国会计准则，将“流量

支持”资本化，记入“无形资产”账户，只影响合并日的资

产负债表，而按照中国的三种会计处理方式，在确认科目

以及确认数额上都有所不同。关于“流量支持”在确认时

的影响如表1所示。

按照美国的会计处理方式，虽然将“流量支持”的价

值在会计上予以确认，并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反映在财务

报表中，但是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定

义“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

性资产”，京东并不能有效地拥有或者控制该“流量支

持”，并且该“流量支持”是预先支付的费用，因此不能将

其记入“无形资产”账户。此外，增加无形资产10亿美元容

易给投资者造成该公司正在扩大规模的假象，影响投资

者的投资决策。

中国对“流量支持”进行资本化处理的方式，将预先

支付的“流量支持”费用记入“长期待摊费用”账户中，既

对“流量支持”的价值进行了反映，又较好地体现了该“流

量支持”最终要费用化处理的性质。但是长期待摊费用的

摊销方式单一，大都是在受益期间内将其平均摊销，而

“流量支持”本身在受益期间内为公司带来的销售收入是

不均衡的，因此将其平均摊销是不合适的。

中国对“流量支持”进行费用化处理的方式，将原本

在后期发生的费用提前进行确认，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

则。此外，在确认期间将其一次性计入费用，严重减少了

当期的净利润，从而向投资者传达了负面信息，导致投资

者减少对该公司股票的持有。

中国对“流量支持”不进行会计处理可能是最简单的

方式，但是该种会计处理方式不能充分反映“流量支持”

的价值，在“点击流量”为王的特殊电子商务环境下，该种

会计处理方式将逐渐被淘汰。

（二）“流量支持”计量期间的影响

对利润的分析仅以京东 2014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为

例，根据京东第三季度的损益表计算出该季度约亏损0.26
亿美元。同时，为使结果具有可比性，假设京东在中美企

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25%。中美企业不同的会计处理

在“流量支持”会计计量期间的影响如表2所示。

按照美国会计准则，在“流量支持”给京东带来收益

的5个会计年度内，需要将该无形资产的摊销额在税前扣

除，直接减少当期的净利润，每个季度将减少净利润0.375
亿美元，给投资者造成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假象，从而影

响投资者的决策。尤其是当公司的净利润为负时，更容易

使投资者直接减少对该公司股票的持有。

中国关于“流量支持”的会计处理方式对受益期间净

利润的影响主要有两种：①将“流量支持”资本化处理的

方式将会减少受益期间的净利润，这种会计处理方式与

美国会计处理方式的经济后果是相同的；②将“流量支

持”费用化或者不处理的方式将使得受益期间的净利润

增加，部分季度甚至可以扭亏为盈，但是，从权责发生制

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处理方式没有计算受益期间的费用，

因而虚增了利润，误导投资者增加对该公司股票的持有。

四、结论

传统的会计准则并不能完全适应特殊的电子商务环

境，在对“流量支持”进行会计处理时，可将其确认为长期

待摊费用，但在摊销时可以借鉴固定资产折旧时采用的

工作量折旧法，即首先充分估计“流量支持”将为公司带

来的收益，再根据各受益期间的收益水平进行摊销，受益

较多的年度多摊销，受益较少的年度少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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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内容

影响合并日
财务报表

影响电商运
营企业

影响投资者
决策

美国企业会计处理

资本化

资产和权益同时增
加 15 亿美元，其中
无形资产增加 10
亿美元

形成假象：公司的
规模扩大

增加对该公司股票
的持有

中国企业会计处理

处理方式Ⅰ
资本化

资产和权益
同时增加 15
亿 美 元 ，其
中长期待摊
费用增加 10
亿美元

随着长期待
摊费用的摊
销 ，资 产 逐
渐减少

逐渐减少对
该公司股票
的持有

处理方式Ⅱ
费用化

资产和权益
同时增加 5
亿美元，净
利 润 减 少
7.5亿美元

利润减少过
多，不利于
传达公司的
利好信息

减少对该公
司股票的持
有

处理方式Ⅲ
不处理

资产和权益
增加 5 亿美
元 ，不 影 响
利润表

形 成 假 象 ：
公司股权缺
乏价值

对该公司股
票的持有无
影响

影响内容

第三季度净利
润（亿美元）

影响电商
运营企业

影响投资
者决策

美国企业
会计处理

资本化

-0.26

形成假象：
企业经营状
况不佳

减少对该公
司股票的持
有

中国企业会计处理

处理方式Ⅰ
资本化

-0.26

形成假象：
企业经营状
况不佳

减少对该公
司股票的持
有

处理方式Ⅱ
费用化

-0.26+0.5×（1
-25%）=0.115

受益期间，少
计费用，虚增
利润

增加对该公司
股票的持有

处理方式Ⅲ
不处理

-0.26+0.5×（1
-25%）=0.115

受益期间，少
计费用，虚增
利润

增加对该公司
股票的持有

表 1 “流量支持”确认时的影响
表 2 “流量支持”计量期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