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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卡的会计处理及税务分析

【摘要】会员卡促销类型复杂多样，无论在会计核算还是税务处理方面都存在一些空白之处。本文通过比较常见会员

卡业务中的促销情形，进行会员卡相关业务的会计核算与税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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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卡营销，是一种提高顾客购物频率、增加顾客单次

购买力的销售模式。实际上商家在进行促销方案制订过程

中，营销部门是参与主体，由于促销推广的结果均使当期销

量产生明显增长，经营业绩得到较大提升，令管理层满意，而

往往忽视了会计核算及税务筹划问题。

利用会员卡开展不同类型的活动，会产生不同的财税结

果，目前会计准则及税法规定相较实体行为而言，相对滞后，

很多行为是政策层面的“真空地带”，因此会计执业者应该在

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合适的财税处理。

一、会员卡中的会计核算原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CAS 14）规范收入的

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但并未对任何具体促销行为

有明确的提示，结合会计原理，针对会员卡的会计处理一般

有如下观点：

1. 视同商业折扣。CAS 14第七条规定：销售商品涉及商

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

入金额。凭会员卡打折消费、享受会员价格等均为商家鼓励

顾客凭卡消费，给予消费者在付款时享受的价格优惠。

2. 视同预收账款（递延收益）。预收账款是指企业按照合

同规定或交易双方约定，向购买单位或接受劳务的单位在未

发出商品或未提供劳务时预收的款项。属于流动负债类科

目，适用于一年以内的商品购销业务，但如若预收超过一年

的货款，则需借助“递延收益”科目进行核算。“递延收益”科

目主要用于核算收到相关收益时不能全额确认为当期损益，

其受益期限为后续提供相应服务的期间的收入，按权责发生

制观点及实质重于形式要求应在该项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

分配。

在未来某个时点上进行具体金额的认定，将现有收入的

实现时间具体到后续受益期间，无论从交易形式还是从实质

而言，“递延收益”科目能解决收入确认时间不确定的难题。

3. 视同销售费用。企业为促销投入的相关费用，在会计

处理中往往被认定为“销售费用”。基于这一判断，商家使用

会员卡的目的是扩大销售，促进商品流通，更好实现收益，将

会员卡收益归入“销售费用”具有合理性。

4. 视同预计负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常面临一些不确定

的经济事项，这类事项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且结果必

须由未来事项决定。诸如：会员卡销售中常会给予消费者卡

内消费的积分抵现或现金返利的权利，此部分金额在后续交

易中才能确认是否进行抵扣。会计核算中针对此种情况，往

往通过“预计负债”进行账务核算。

二、会员卡中的税务计算原理

会员卡使用的复杂性，出现了许多财税核算处理的“真

空地带”，实务工作者往往需要通过一些指导性文件做出合

适的职业判断，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基于这一实际情况，笔者

整理了与会员卡有关文件的税收条款：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文件明确规定：申请入会或加

入会员，只允许取得会籍，所有其他服务或商品都要另行收

费的，在取得该会员费时确认收入。申请入会或加入会员后，

会员在会员期内不再付费就可得到各种服务或商品，或者以

低于非会员的价格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该会员费应在整

个受益期内分期确认收入。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决定

的通知》（国税发［1993］154号）。文件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

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

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

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

扣额。

三、常见会员卡类型及财税处理

常见会员卡按功能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预付费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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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非预付费会员卡（打折会员卡、返现会员卡、积分会员

卡）。下文主要就从这四种会员卡形式进行阐述，为便于对比

与表述，下文所举案例主体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涉及

税种为增值税（税率17%）、所得税（税率25%），其他税种暂不

考虑。据国家统计局官网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11月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成本率为86%，因此以此数据作为核算

依据，进行相应分析。

1. 预付费会员卡。预付费就是用户在使用业务之前必须

预先支付的费用，费用在用户成功使用业务之后再给予实际

的扣除。操作原理：预付费会员卡消费模式对商家而言，先收

款后提供相应服务，从预付款中陆续扣除相应费用；对消费者

而言，先付款后接受相应服务，受益期为后续接受服务期间。

例 1：某商家开展充值活动，充 100送 10元，充 200送 30

元，充 300送 70元。假设当期共收到充值款 50000元，赠送金

额为1000元。

目前的会计处理：

充值时：

借：银行存款 50000

销售费用 1000

贷：预收账款（递延收益） 51000

当期使用2340元时：

借：预收账款（递延收益） 234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0［2340÷（1+1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720（2000×86%）

贷：库存商品 1720

税务分析：

增值税=340-1720×17%=47.6（元）

所得税=（2000-1720-1000）×25%=-180（元）

利润总额=2000-1720-1000=-720（元）

由此可见，若当期商家促销力度巨大，反而会使当期应

纳税所得额锐减，造成当期利润过小，导致所得税税负下降。

鉴于会计制度和税法中均未对此作出明确界定，笔者根

据业务发生情况提出“预付账款观”。按定义预付账款是指按

照购货合同的规定，预先以货币资金或货币等价物的形式支

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在会员卡业务中将赠送金额的使用在

后续服务期内按实现收入价值比一并摊销确认。这样做更符

合权责发生制及配比原则，且是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和税法

定义的。

修正的会计处理：

充值时：

借：银行存款 50000

预付账款 1000

贷：预收账款（递延收益） 51000

当期使用51000元时：

借：预收账款（递延收益） 51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3589.7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410.26

借：销售费用 1000

贷：预付账款 1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7487.18

贷：库存商品 37487.18

税务分析：

增值税=7410.26-37487.18×17%=1037.44（元）

所得税=（43589.74-37487.18-1000）×25%=1275.64（元）

净利润=（43589.74-37487.18-1000）×（1-25%）=3826.92

（元）

按实际受益期间与金额对收到的一次性款项进行确认，

按相应比例确认收入、费用，更符合权责发生制观点，使税负

更合理、科学。

若该商家办卡时即赠送相应物品（外购赠品）。根据《增

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将自产、委

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视同销售货物。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

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

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

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如赠品是外购商品，则将赠品作为当期的销售费用处

理。在开具发票时按正常销售商品的数量金额反映，且赠品

不在发票上反映，只在商品出库单上反映发出数量。商场在

将赠品给消费者时，只登记库存赠品数量的减少，而不根据

赠品的市场售价登记收入和结转成本。

例2：假设顾客凭会员卡购货时还赠送相应物品：当期销

售50000元，赠送价值1000元的赠品。

现行做法：

视同价格减让：

借：银行存款 49000（50000-1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1880.3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119.66

借：主营业务成本 43860［（50000+1000）×86%］

贷：库存商品 43860

税务分析：

增值税=7119.66-43860×17%=336.54（元）

所得税=（41880.34-43860）×25%=-494.92（元）

净利润=（41880.34-43860）×（1-25%）=-1484.75（元）

视同对外捐赠：

借：银行存款 5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2735.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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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52.13（42 735.04×86%）

贷：库存商品 36752.13

赠品部分的会计处理：

借：销售费用 1000

贷：库存商品 854.7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45.30

税务分析：

增值税=7264.96+145.30-36752.13×17%=1162.40（元）

所得税=（42735.04-36752.13-1000）×25%=1245.73（元）

净利润=（42735.04-36752.13-1000）×（1-25%）=3737.18

（元）

根据国税函［2008］875号文件的规定，企业以买一赠一

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即应按各项商

品的公允价值占总金额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商品的销售

收入。

结合税法规定，对上述会计核算及税务分析进行相应的

修正。

修正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5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商品 41897.10

［42 735.04×（50 000÷100）］

——赠品 837.9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64.96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52.13（42735.04×86%）

贷：库存商品——商品 36031.5

——赠品 720.63

税务分析：

增值税=7264.96-36752.13×17%=1017.10（元）

所得税=（42735.04-36752.13）×25%=1495.73（元）

净利润=（42735.04-36752.13）×（1-25%）=4487.18（元）

在会计核算时，应注意标明商品与赠品各自的收入和成

本，进行配比核算，这样更符合税法要求。

2. 非预付费会员卡。非预付费会员卡是指会员卡内不需

要事先存入相应金额，仅凭会员卡即可享受商家提供的服

务。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打折会员卡；二是返现会员卡；三是

积分会员卡。

（1）打折会员卡。顾客凭会员卡享受相应折扣，在购买时

商家给予价格减让。

例 3：某商家活动内容：顾客凭会员卡即可以享受会员

价，给予价格 10%的减让。假设当期会员卡消费 50000元，商

家将折扣额另开发票。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5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2735.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64.96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52.13（42735.04×86%）

贷：库存商品 36752.13

税务分析：

增值税=7264.96-36752.13×17%=1017.10（元）

所得税=（42735.04-36752.13）×25%=1495.73（元）

净利润=（42735.04-36752.13）×（1-25%）=4487.18（元）

例 4：某商家活动内容：顾客凭会员卡即可以享受会员

价，给予价格 10%的减让。假设当期会员卡消费 50000元，商

家将折扣额和销售额同时标注在发票上。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45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8461.5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538.46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52.13

贷：库存商品 36752.13

税务分析：

增值税=6538.46-36752.13×17%=290.60（元）

所得税=（38461.54-36752.13）×25%=427.35（元）

净利润=（38461.54-36752.13）×（1-25%）=1282.06（元）

商家将折扣额和销售额同时标注在发票上的做法会使

税负下降，但打折并不会影响进货成本，主营业务成本固定，

因而从净利润角度而言，企业净利润是下降的。

（2）返现会员卡。顾客凭会员卡消费一定金额即赠送相

应现金。

例 5：某商家活动内容：顾客凭会员卡消费，每 100元返

现2元，返现金额不能提现，直接返现在会员卡中，返现金额

可在下次消费付款时直接抵扣。当期销售金额为50000元，返

现金额1000元。

目前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5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2735.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64.96

借：销售费用 1000

贷：预计负债 1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52.13

贷：库存商品 36752.13

税务分析：

增值税=7264.96-36752.13×17%=1017.10（元）

所得税=（42735.04-36752.13-1000）×25%=1245.73（元）

净利润=（42735.04-36752.13-1000）×（1-25%）=3737.18

（元）

目前会计处理中，将返现金额直接抵减当期收入，这种

做法有违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笔者认为返现金额的使用应在

后期消费中体现，当期销售中不应含有上述金额。此返现金

额在企业促销商品时发生，可视同“销售费用”。但若当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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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较大，直接计入当期销售费用则不合适。因此，笔者建议

将返现金额视为“预收账款”，顾客后期消费时陆续抵减。

修正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5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2735.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64.96

借：预收账款 1000

贷：预计负债 1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52.13

贷：库存商品 36752.13

税务分析：

增值税=7264.96-36752.13×17%=1017.10（元）

所得税=（42735.04-36752.13）×25%=1495.73（元）

净利润=（42735.04-36752.13）×（1-25%）=4487.18（元）

在后续提供相应商品或服务时，可按买家意愿进行预计

负债的结转，返现金额与实际使用金额进行公允价值的配

比，以保证当期利润与税负的真实可靠。

设当期有一客户接受相应商品或服务金额为4680元，付

款方式为：会员卡中返现额为40元，余款用转账支付。

会计处理：

借：销售费用 40

贷：预收账款 40

借：银行存款 4640

预计负债 4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80

（3）积分会员卡。顾客凭会员卡消费时，根据金额进行相

应积分存入，分值在一定期间内可累计，可凭累计积分进行

相应金额的抵用或货物、服务等的价格减让。

积分返现：

例 6：某商家活动内容：顾客凭会员卡消费，每 1元积 1

分，积满 1000分，可抵现 10元，抵现金额可在下次消费付款

时直接抵扣。当期销售额为 50000元，积 50000分，返现金额

500元。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5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2735.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64.96

借：预收账款 500

贷：预计负债 5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52.13

贷：库存商品 36752.13

税务分析：

增值税=7264.96-36752.13×17%=1017.10（元）

所得税=（42735.04-36752.13）×25%=1495.73（元）

净利润=（42735.04-36752.13）×（1-25%）=4487.18（元）

积分换购：

例 7：某商家活动内容：顾客凭会员卡消费，每 1元积 1

分。同时规定，可用积分底价换购相应商品：积3000分，可10

元换购市场价值50元甲商品；积5000分，可20元换购市场价

值80元乙商品……当期销售50000元，积分50000分。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5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2735.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64.96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52.13

贷：库存商品 36752.13

税务分析：

增值税=7264.96-36752.13×17%=1017.10（元）

所得税=（42735.04-36752.13）×25%=1495.73（元）

净利润=（42735.04-36752.13）×（1-25%）=4487.18（元）

当期会员凭会员卡进行商品换购，耗用积分 3000分，转

账支付差额10元，进行商品换购。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10

销售费用 4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2.7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6

借：主营业务成本 36.76

贷：库存商品 36.76

税务分析：

增值税=7.26-36.76×17%=1.01（元）

所得税=（42.74-36.76-40）×25%=-8.51（元）

净利润=（42.74-36.76-40）×（1-25%）=-25.52（元）

本题中默认除增值税、所得税外不缴纳其他税款。

四、总结

不同会员卡促销类型均会对会计核算及税务筹划产生

影响，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采用打折方式（折扣与销售额同

时标注于发票上）进行销售，企业税负最轻。但会计核算结果

往往不能只局限于净利润大小比较，应更着重于现金流的对

比，积分会员卡则更能激发顾客的后续购买欲望，相较其他

会员促销类型而言，更能增加企业现金流。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5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辅导教材——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作者单位：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江苏无锡

214045

□工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