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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三则

  防伪税控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

90天的抵税时限应予注意

秦文娇  付泽民  魏俊红

国税发〔2003〕 1 7号规 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抵

扣的防伪税控 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必须 自该增值税

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 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否则不 予抵扣

进项税额。认证通过的防伪税控 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

票，应在认证通过的当 月按 照增值税有关规 定核算当期进项

税额并申报抵扣，否则，不 予抵扣进项税额。”但是，在实 务

工作中，笔者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 、有些企业增值税专用

发票超过 90 天未认证抵扣；2、企业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认证

抵扣 虽 未超过 90 天，但因从税法上讲，90 天给 了企业一个

操作的空间，企业可不必 当 月发生、 当 月认证抵扣，可从会

计的角度说，会计核算却要体现 “及时性”原则，导致会计

与税务处理产生差异。关于上述两个问题如何解决，笔者认

为可以 采取以下办法：对于超过90天未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可将发票联和抵扣联一起退还开票企业，由开票企

业以退回的发票为依据经税务机关确认后先开具一张销项负

数发票，并将收到的原 发票联和抵扣联粘贴在红字专用发票

联后 面，同时再开具一张同样内容的正数发票即可；对于会

计和税务处理的差异，收到发票如果先不认证抵扣的，可在

入库时暂把进项税挂在 “待摊费 用——待抵扣税金”科目，

待90天内认证抵扣时再将进项税从“待摊 费 用——待抵扣税

金”科目转入“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但需说明的是，如果商品 实现 了销售 ，即使未认证，会计上

也应及时结转成本。
（作者单位：山 东省滨州市公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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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胡光君

1
、 加 强应收账款的事前管理。即在应收账款尚 未发生

前，对合同的谈判、签约阶段进行的管理。这一阶段主要应

抓 好以下工作： 一是客户的相 关信息的调查掌握 ，如资信

度、履约能 力、有无不良交易记录等。二是根据 不 同的客户

类型确定是否达成交易或采取不同的交易方式。三是合同的谈

判与签订。合同的签订应采用书面方式，如是电话订货，应要

求对方补上传真件，以作为以后催收贷款的凭据。合同内容应

详实全面，同时要注意对合同的每项 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对。

2、 加 强应收账款的事中管理。即从发货到收款阶段的

管理，应着重抓 好如下工作：一是发货查询。发货后应主动

向客 户询问查对，如货物是否收到，品 种、规格、 数量是否

与合同一致，有无不合格或短少等情况。二是根据销售 单据

作好应收账款 账务记载。三是进行账务核对。应定期和不 定

期 与客 户核对应收账款账目，以 及早发现问题，寻求解决方

法。而且 ，对账完毕后，应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四 是

适时催收。在应收账款 发生后 ，要与客户保持 密切联 系，进

行全程跟踪了解，适时提醒客 户，进行催收。
3、加 强应收账款的事后 管理。一是加 强对欠款的追收。

要落实责任，从分管经理（厂 长）到销售 负责人、 一直到具体

业务员要层层分解落实。同时认真分析拖欠原 因，根据不 同

情况采取不同的追收方式。二是加 强对应收账款的总量控制

管理。应由财务部门负责制定出应收账款的总量控制额度和计

划，层层分解落实到有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并对执行情况进

行考核。三是进行账务分析。在追讨完欠款或作为坏账处理以

后，还应认真进行账务分析，从中得出客户资信度的分类结论

和企业自身在签约、履约、应收账款催收、欠款追讨等工作中

的问题和不足，为下一轮的应收账款管理打好基础。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职 业技 术学院）

责任编辑  刘黎静

建议 ·动态
建议将销售赠券作为一项或有负债

刘建庄

赠券销售是商家常用的促销手段，但对赠券如何进行会

计处理，目前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并没有明确。笔者建议 将其

作为一项 或有负债处理，即销售成立 发出赠券时，将赠券确

认为“营业费用”，同时贷记“预 计 负债”；当赠券被使 用时，

借记 “预 计负债”，贷记 “主营业务收入”、“应 交税金——

应 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同 时结转商品 成本；赠券到期 未

被使 用，可直接将 “营业费 用” 和 “预 计 负债” 冲销。如 果

“预 计 负债”的发生与冲销较为频繁，应定期核查该科目。

（作者单位 ： 河南省 财政信息中心 ）

责任编辑  张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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