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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环境下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与业务一体化处理

王志定  文利民

ER P环境下销售收入的确认及处理，因税法确认的收入

与会计确认的收入在会计期内可能不一致，ER P系统本身缺

乏收入与费用的配比机制，缺乏健全的自动开票触发机制，

导致销售收入确认的相关处理并未实现真正的一体化，而这

一局部效率的降低影响了 ER P 整体效率。本文拟设计一种

ER P环境下的业务流程改造及会计处理方案，其目标是能够

根据税法及会计制度的要求分别对销售收入确认，并秉承

ER P的实时性、自动化特点，实现会计与业务的一体化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托

收承付、委托银行收款、预收货款销售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均为货物发出（办妥托收）的当天，即当天发出（办妥托

收）的货物应全额确认计税收入并据此缴纳增值税。而会计上

对发出货物是否确认为收入还需职业判断，由于 ER P 遵循

“数出一门”原则，因此在前述销售方式中碰到附有销售退

回条件的销售业务，处理起来颇感棘手。虽然此类销售发生

时会计与税务处理所产生的差异，对应缴增值税等企业纳税

额的影响不是永久性的，但是，由于ER P在一个会计期间内

必须实时、正确地完成收入与成本配比，而这种差异在会计

期间内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将此类业务的收入与成本自动配

比成为ER P实施的难点之一。本文以此类业务为例探讨问题

的解决方案。

一、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业务在ERP环境

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讨论的销售业务类型在 ER P 环境下的处理流程如

图所示。当销售部门向客户交货时，所开具的“销售出库单”

经提货发运后，形成“销售发运结算单”传递到“结转销售

成本”模块，在此根据交货数据结转主营业务成本；该“销

售出库单”同时也传递到“销售开票”模块，该模块根据出

库单向金税系统申请开具发票，并在开票后形成ER P内部发

票凭证传递到“会计确认收入”模块，在此根据会计人员的

职业判断确认收入。

在 E R P 环境下，所有销售业务的后续业务处理及会计

处理均以销售部门开具的“销售出库单”为依据，并且不能

对出库单的数额进行任何改动，这原本是 ER P “数出一门”

的优点，但由此也带来以下具体问题：（1）对附有销售退回条

件的商品销售业务，计税收入根据出库单确认，会计收入则

须同时满足收入确认的四个条件方能确认，但ER P中的销售

收入依据发票确认且只能改动非货币信息，因此会计的职业

判断在“会计确认收入”模块实际上难以履行。（2）从模块数

据来源来看，销售收入依据发票确认，销售成本依据已交付

商品的出库单而结转。因此，“会计确认收入”与“结转销售

成本” 两个模块数据来源不同，模块间也无直接逻辑联系，

从而失去了将销售收入与成本正确地自动配比的内部机制。
（3）根据税法规定，托收承付、委托银行收款、预收货款销售

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发出（并办妥托收）的当天。

因此，ER P流程设置应该是运输部门发货后会计部门才开具

发票，但是ER P产品本身并不具备将发货与开票顺序严格限

定的机制，因此有的使用者误认为ER P环境下开票流程与发

货流程不相干，从而可能造成开票却未发货的错误，使得按

税法尚未确认的收入率先进入纳税流程，既增加了企业的调

税成本又有虚增收入的嫌疑。

笔者认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要避免增加过多的人为干

预及复杂操作；除非软件开发商主动对软件进行适应性修

改，否则，由企业自主所作的类似改动将会大大增加企业

ER P 的应用成本，有悖于成本效益原则。

二、 解决方案及会计处理

1、 在销售业务规则中内嵌收入确认原则

销售业务规则制定中要体现会计的收入确认原则。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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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要参与销售业务规则的制定，在销售业务规则中内嵌收

入确认原则，销售人员根据销售业务规则在 “销售出库单”

中记录会计确认收入的量化值，使后续处理能够识别计税收

入与会计收入，从而建立收入与成本自动配比的处理机制。

为了让系统能够识别计税收入与会计收入，需要在ER P

实施时（运行期间亦可）将销售出库类别设置为 “销售出库”

与“发出商品”两种。对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业务合同

的履行，销售人员需要分别填制两张出库单，一张估计可能

实现的收入，另一张估计可能发生的退货，将后者的出库类

别标识为 “发出商品”，由此后续处理可知该出库单本期不

结转成本；而会计人员根据可能退货的出库单填制内部发票

凭证时，在发票备注栏标明自己的职业判断结论，由此后续

处理可知该发票本期不确认收入。通过ER P实施与业务流程

控制，弥补“结转销售成本”与“会计确认收入”两个模块

间欠缺的逻辑联系，从而建立收入与成本的配比机制。

例如，甲企业与乙企业均为一般纳税人，7月20日甲向

乙履行销售 100箱复印纸的合同，合同中规定的退货期限为

30天，不含税单价为每箱 100元，成本为每箱 90元，运输

部门当日已将商品全部发运。甲企业销售人员根据销售业务

规则估计退货额为 10% ，据此分别填制两张销售出库单，一

张出库类别为“销售出库”，数量为90箱，为估计的收入；另

一张出库类别为“发出商品”，数量 10箱，为估计的退货额，

并在备注栏详细记录销售职业判断的依据及结论。后续“结

转销售成本”模块根据出库单上所标识的出库类别区分是否

结转成本：

“会计确认收入” 模块根据内部发票备注栏标明的会计

职业判断结论，区分本期会计收入与递延收入：

2、 优化流程健全销售开票的触发机制

如前所述，销售部门开具的出库单发送到仓储及运输部

门以及销售开票部门时，仅仅根据“销售出库单”还不能开

具发票，需要运输部门的“销售发运结算单”（运输部门到仓

库提货并将商品发运后所签署的发货凭证，包括销售商品清

单、质保单、运单）触发开票流程。当“销售发运结算单”送

达至开票部门后，开票部门一边与金税系统联机套打发票（可

以将两张发票凭证合并为一张开具），一边生成相应的两张内

部发票传递到“会计确认收入”模块，并在内部发票上传载

出库单的收入判断结论。

3、根据税法及会计制度自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1）根据税法申报应交增值税、根据会计制度确认收入

在“会计确认收入”模块，会计人员根据90箱复印纸发

票记载的收入判断结论，将其确认为收入，调用凭证模板自

动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应收账款-乙企业  10 530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530

主营业务收入  9 000

对出库类别为“发出商品”的 10箱复印纸，会计人员根

据内部发票记载的收入判断结论，不确认为收入，调用凭证

模板自动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应收账款-乙企业  1 170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

递延收入  1 000

可以清楚地看到，ER P系统自动地按照 100箱出库数额

进行纳税申报，按照 90箱数额确定本期收入，将 10箱估计

退货数额记入递延收入。

（2）收入和费用配比

在“结转销售成本”模块，对本期已确认为收入的 90箱

复印纸，结转主营业务成本，会计人员调用凭证模板根据出

库单生成凭证，自动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8 100

贷：库存商品  8 100

而对销售类型为“发出商品”的 10箱复印纸，在本期未

确认收入，计入“发出商品”科目，会计人员调用凭证模板

生成凭证，自动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发出商品  900

贷：库存商品  900

4、退货期满未退货的相关会计处理（人机结合完成凭证）

假设 8月20日，销售合同规定的退货期满，乙企业未退

货，会计人员则操作“会计确认收入”模块，检查出库类别

“发出商品”的销售发票及“递延收入”明细账，确认上期发

出的 10箱复印纸为本期收入，在总账系统填制凭证做如下会

计处理：

借：递延收入  1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

同时操作“结转销售成本”模块，检查销售出库单及总

账系统“发出商品”明细账，调用凭证模板结转确认为收入

的 10箱复印纸的成本，自动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900

贷：发出商品  900

（作者单位：山 东经济学院会计学院  中国东方电 气集团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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