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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企业出口销售收入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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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企业面向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使用两种货币（人

民币、外币）的业务性质，使其具有经营周期长 、业务流程复

杂、业务运作手续繁杂、交易方式和结算方式多样 、经营风

险较大等不同于一般商品流通企业的业务特点。与其业务

的复杂性相联系，外贸企业的会计核算也较为复杂，而且往

往缺乏统一的规范。其中出口销售收入的确认是难点之一，

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发表一点管锥之见。

一、关于外贸企业收入确认的现行规定

（一）收入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

销售商品的收入只有同时符合如下4个条件时，才能确

认：

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

方；

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

权，也没有对已售出商品实施控制；

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条件1和条件2是用来判断销售商品的交易是否真正完

成的标准。所谓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主要是指商品所有者

承担该商品价值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所谓商品所有权上的

报酬，主要是指商品所有者预期可获得的商品中包含的未

来经济利益。条件3是用来判断销售价款是否能够收回。主

要根据企业以前与买方交往的直接经验，或从其他方面取

得的信息，或政府的有关政策来判断。如在不能确定进口企

业所在国政府是否允许将款项汇出的情况下，企业就不能

确认收入，直至这一不确定因素消除为止。条件4则是体现

收入与成本配比原则的要求。收入不能可靠地计量，便不可

能对其进行确认；同时，为获得该收入而发生的成本（费用）

不能可靠地计量，也就不能确认收入。

为便于企业实务操作，根据以上确认条件，结合不同的

销售方式，收入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做出了如下具体规定：

1、采用直接收款方式销售商品，在实际收到货款或取

得收取货款的凭证时，作为收入的实现。

2、分期收款销售，按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

3、代销商品，委托方在收到受托方的代销清单时确认

收入。

4、交款提货销售，在收到货款并将发票账单和提货单

交给买方后确认收入。

5、预收货款销售，在商品、产品发出时确认收入。

6、托收承付结算方式销售，在商品 、产品已经发出，并

将发票账单提交银行办妥托收手续后确认收入。

7、出口销售，按离岸价（FO B）成交时，商品被搬运到车

船或其他运载工具上，即表示商品所有权的风险（和报酬）已

经转移，收入可以确认，确认的收入金额为合同注明的离岸

价格；按工厂交货价格（EX W ，准则为D AF）成交时，商品在卖

方工厂交货时，即表示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

移，收入可以确认，确认的收入金额为合同注明的工厂交货

价格；按到岸价（CIF）和成本加运费价格（CFR，准则为C& F）

成交时，均应在商品被运送到买方指定地点时（即表示商品

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确认收入，收入的确认

金额分别为到岸价和成本加运费价格。
（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

商品销售收入应在同时满足如下2个条件时，才能确

认：

1 、商品已经发出；

2、已经取得货款或取得索取货款的权利。
将这一标准融于企业业务实践中，具体规定如下：

1、采用直接收款方式销售商品，在实际收到货款或取

得收取货款的凭证时，作为收入的实现。
2、采用托收承付或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式销售商品，

在发出商品并办妥托收手续时，作为收入的实现。
3、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应按合同约定的收款

日期作为收入的实现。
4 、采用预收货款方式销售商品，在商品发出时作为收

入的实现。
5、委托其他单位代销的商品，以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

清单时，作为收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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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交款提货的情况下，如货款已经收到，只要账单和

提货单已经交给买方，不论商品是否发出，都应作为收入的

实现。

7、出口销售的商品，陆运以取得承运货物收据或铁路

联运运单，海运以取得出口装船提单，空运以取得运单，并

向银行办理交单后作为收入的实现。预收货款不通过银行

交单的，以取得上述提单、运单后，作为收入的实现。援外出

口以取得铁路联运运单或出口装船提单或交接凭证，开出

结算委托书向银行交单时，作为收入的实现。
8、自营进口的商品，如企业与国内用户签订合同实行

货到结算的，在货船到达我国港口取得外运公司的船舶到

港通知向订货单位开出结算凭证时，作为收入的实现；合同

规定对国内实行单到结算的，凭国外账单向订货单位开出

结算凭证，作为收入的实现；库存进口商品，凭出库单向用

户开出结算凭证，作为收入的实现。

出口商品的销售收入，一律以离岸价（FO B）为基础。

二、外贸企业出口销售收入确认之管见

（一）出口销售收入确认的时点

国际贸易中，货物风险的转移常常是先于所有权的转

移。尤其是FOB、CFR 、C IF均是象征性交货，当出口货物越

过船舷之后，即完成了交货任务，货物的风险也随之转移给

了买方。但商品所有权尚未转移，代表商品所有权的物权凭

证——提单或运单仍在出口企业手里，只有向银行办理交

单后，即包括提单或运单在内的全套出口单证交给银行后，

商品所有权才最终转移。在所有权最终转移之前，虽然商品

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已经转移，但对进口方来说，在出口方

尚未将提单等出口单据交给银行时，进口方就不能取得凭

以提货 、获得收益的权利。也即是说，商品所有权上的报酬

尚未转移，不完全符合收入确认的第1个条件。而对出口方

来说，如在国际贸易最常用的信用证方式下，由于单证相符

是银行议付的必备条件，因此如果不能取得提单等出口单

据或者在其将提单等出口单据交给银行之前，就不能取得

收取货款的权利。也就是说，不能保证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

益能够流入企业，不符合收入确认的第3个条件。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收入准则在风险转移即交货时确认收入的规定是

不正确的。出口销售收入确认的时点，应采取商品流通企业

财务制度的规定，在取得出口单据并向银行办理交单后，再

作为收入的实现。

外贸企业确认收入时还应结合不同的结算方式。如采

用 L/C等无风险方式的出口销售，可及时确认收入；采用汇

款方式结汇的，应于款到后确认收入；采用D/P、D/A结算方

式的，应分别将收到货款和买方承兑日期作为收入的确认

时间。
（二）出口销售收入确认的金额

至于出口销售收入的确认金额，出口业务中支付的国

外运费 、保险费 、佣金是企业的费用性支出，应计入企业的

当期费用项目。对此，笔者认为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对于

出口销售收入一律以 FO B价为基础，将应归于费用的项目

作为收入的冲减项目处理，虽然可以将出口销售收入统一

到净收汇口径，便于对企业出口创汇业绩进行考核，但同时

也混淆了会计要素的分类，影响了企业账务记录的客观性

和真实性，是不正确的。出口销售收入的确认金额，应采取

收入准则的规定，按企业与购货方签订的合同（协议）金额或

双方接受的金额确定。具体如下：按离岸价（FO B）成交的，确

认的收入金额为合同注明的离岸价格；按工厂交货价格

（EXW）成交的，确认的收入金额为合同注明的工厂交货价

格；按到岸价（C IF）和成本加运费价格（CFR）成交的，收入的

确认金额分别为到岸价和成本加运费价格。
（作者单位：《对外经贸财会》编辑部  湖北黄冈 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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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动态简讯

  关于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

联合年检有关工作的通知

为做 好2003年全国外商投 资企业联合年检 工作，继

续贯彻执行《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联合年检的 实施

方案的通知》（[1998]外经贸资发938号）精神，国家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

了《关于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有关工 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地要加 大外商投资联合年检的 宣传力

度，努力提高企业的参检率；杜绝“搭车年检”现 象，加 强

对基层联合年检工作的指导；加 强联合年检各部门之间

的沟通和配合；加 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 ，规范会计师事务

所等中介机构的行为；及时清理和注、吊销“三无企业”；
除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仍按原标准收费外，联合年检各部

门不得增加新的收费；为提高联合年检办公效率、减轻企

业负担，2003年在安徽、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开展外商投

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的试点工 作；加 强对联合年检 工 作

人员的培训等。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 工 作时间为

2003年3月1日至5月31日。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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