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赊购欠账的成本与风险浅析
侯立新 崔刚■

通常认为，赊销赊购是卖方为了

促销商品、占有市场、维系客户关系及

促进竞争的一种财务手段，并着实给

购买者带来了较大的便利和实惠。赊

购欠账的一方往往被认定为纯粹的受

益方，但在某些情形之下，赊购欠账给

企业造成的成本和风险也不亚于信用

提供方。笔者对此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 )赊购欠账成本与风险的总体

评价

1.应付账款可能因为供应商的信

用条件而形成较为明显的机会成本

（这里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欠

账而放弃现金折扣所形成的成本）。普

遍的观点认为，如果供应商所提供的

信用条件仅仅规定有信用期限而没

有现金折扣条件，那么应付账款就成

为“免费”的资金占用了。如果供应

商提供的信用条件包括现金折扣条款

和对应还款期限，那么应付账款就形

成有代价的融资行为。比如商品交易

合同提供的信用条件为“2/10，1/20，

n/30”，表示卖方向买方提供了30天

的信用期限，超过30天还款就意味

着拖欠，如果10天内还款则可以享受

2%的折扣，如果超过10天而在20天

内还款，则可以享受1%的折扣。如

果企业一开始就打算到信用期届满还

款，就意味着放弃在第10天还款98%

的机会，而在继续推迟20天之后还款

100%，相当于20天的资金占用成本为

2%/98%=2.04%，折算为年利率即为

2.04%/20×360=36.7%，此等资金成本

恐怕比一般的惩罚性利率都要高。因

此，企业利用应付账款的融资决策时

应当兼顾信贷环境和投资机会，以决

定是否愿意承担放弃现金折扣的成本。

2.应付账款挂账较多，提高了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增大了公司的财务风

险，导致公司再融资能力受到影响和

再融资成本的提高。

3.赊购总有支付的一天，而且赊购

的信用期限通常较短，稍不留神就发

现信用到期，如果没有在资金方面早

作准备，积压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引

发公司的债务危机和诉讼风险。

4.欠账较多有损公司形象，可能导

致公司股价下跌，进而有损股东财富

和企业价值。

（二）要发票还是要减让：从一个

案例看赊欠的涉税成本

中小型制造企业A在不久前从小

规模纳税人转为一般纳税人，虽然会

计核算比较规范，会计人员也基本能

够恪尽职守，但在整体业务素质和财

税管理水平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某日，A公司从外地赊购原材料一批，

双方协议价格130万元，加上对方按照

17%的适用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应付账款总计为152.1万元。按照

约定，A公司只有在付完全款之后方能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A公司收

到供应商按合同发来的全部货物，并

通过了验收程序。由于没有获得发票

等凭证，A公司以合同总账款为依据

做了暂估入账处理，即在会计账面上

借记“原材料”152.1万元，贷记“应付

账款”152.1万元。既然没有取得合法

扣税凭证，此时也的确不能操之过急

地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与之相关的22.1万元暂计

入存货成本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做法。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A公司分两次

向供应商分别转账支付80万元和60万

元，合计付款140万元，尚余12.1万元

被A公司留作质量保证金而一直拖欠

下去。

到了岁尾年末，A公司不愿在资产

负债表上显示太多的负债，于是对包

括应付账款在内的整个债务规模进行

了清理，财务主管得到总经理示意，与

供应商协商，看能否看在长期合作的

份上减免剩余的12.1万元的债务。出

人意料的是，供应商稍加考虑就答应

了，但作为交换条件，整批货物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也不再开具。那么，作为购

货方的A公司真的占到便宜了吗？

无可否认，A公司的确因为对方的

让利而得到12.1万元的实惠，A公司会

计也顺理成章地在账簿上将无须支付

的应付账款转作“营业外收入”处理了。

但不妨反过来设想以下，假如A公司

选择支付12.1万元余款，并坚持索要

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结果为：

首先，根据增值税扣税凭证，A公

司可以少交增值税：130×17%=22.1

（万元）；其次，因为少交增值税也

就意味着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费附加的基数变少。假设A

公司适用正常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

率7%、教育费附加率3%、企业所得

税税率 25%，那么减少的数额为：

22.1×7%+22.1×3%=2.21（万元）。而

相应增加的应交企业所得税的数额

为：2.21×25%=0.55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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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考虑得更全面一些，假设A公

司进货成本按照付款收据金额140万元

入账，比取得专用发票时的进货成本

130万元多出10万元，随后可以转作销

售成本而在所得税前抵扣，则可以抵扣

的数额为：10×25%=2.5（万元）。

将以上结果汇总不难发现，如

果A公司支付 12.1 万元余款，并索

取合法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将导

致A公司少交的相关税费数额为：

22.1+1.547+0.663-0.5525-2.5=21.2575

（万元）。

相信A公司的管理者和会计人

员看到这里会大吃一惊，公司因为贪

图12.1万元的便宜，竟然导致净损失

9.1575万元（21.2575-12.1）。

这个案例告诉大家，在购销往来

和支付结算过程中，应当充分关注各

种可能的税收成本以及相关的财务风

险，而不要被表面的利益所迷惑。

诚然，赊购欠账对于购买者而言

是有代价和风险的，其交易设计和往

来结算条款可能导致公司受到各种不

利影响。公司不能只看表面的、眼前的

利益，而是要通盘考虑、合理筹划，以

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 ：国家开放大学会计学院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中国内部控制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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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成本核算和分配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

谢东明 肖红军 郭洪波■

企业通过环境成本的核算和分配

可以清楚地了解环境成本在企业不同

生命周期所占的比例，特别是对于造

成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生产阶段，通

过有效地核算和分配可以从数量和价

值两个方面掌握各个生产环节和工序

的资源损耗（包括能源、材料等）以及

产生的废弃物，降低各种资源的损失

率，减少“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

从而寻找环境控制的重点和关键环

节，进而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成本控

制措施。

（一）企业环境成本核算和分配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

1.环境成本核算内容不够全面。

现代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多局限于生

产经营环节，而对于筹建、研究开发、

采购、营销、废弃物回收等阶段核算

内容较少，这使得很多本应进入核算

系统的环境成本未被纳入。企业的“三

废”处理成本、缴纳的排污费、购买

的排放权、发生的环境监测和审计费

用等多是与生产经营有密切关联的环

境成本，具有易核算、易货币化的特

点，且有成熟的会计确认准则，因此

很容易被企业纳入成本核算范围，而

企业在其他阶段的环境成本不仅客观

存在，并且所占比重逐步提升，但很

多环境成本由于计量技术和现有企业

会计准则的局限而没被企业纳入核算   

系统。

2.环境成本的分配不够合理。一

是环境成本分配计入的会计科目不合

理。有些企业将发生的排污费计入管

理费用，其实排污费是因企业的生产

经营而发生的费用，不应简单计入期

间费用进而直接计入利润总额。二是

环境成本分配的方法不合理。有些企

业将计入制造费用的排污费、“三废”

处理成本等仅根据产品的产量直接进

行分配，忽略了能够生产同样产品的

生产线却具有不同环保水平的现实情

况。三是环境成本的分配未充分考虑

因果关系。有些企业发生的废弃物处

理成本是多种产品混合形成的，但是

不同的产品所排放的废弃物比重不

同，还有个别产品并未排放废弃物，

这时将环境成本进行平均分摊就不尽

公平。

3.会计确认未完全遵循权责发生

制原则。有些企业的“三废”处理成本、

缴纳的排污费、购买的排放权等仅在

实际支付时一次计入成本，有些企业

会发生较大金额的产品回收费用和设

备报废的弃置费用，也是在实际支付

时集中入账，并未通过预提和待摊的

方式进行会计处理，这些过于简单的

会计处理方式会造成企业不同期间利

润波动较大，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确

认原则。

4.未单独设置环境成本核算科目。

一是未单独设置环境资产核算科目。

目前企业环境成本一般依据已有的会

计核算科目进行核算，并未单独设置

专门的核算科目。如企业环保研发形

成的无形资产计入“无形资产”，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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