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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代销商品是指企业接受其他单位的委托代为

销售商品，企业接受代销商品时，应设置“受托代销商

品”科目，对受托代销商品进行核算，以便同本企业库

存商品相区别。同时还应设置“代销商品款”科目，核

算接受代销商品所欠委托方的款项。有些企业在接受

代销商品时并不入账，待代销商品销售完毕再进行账

务处理，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特别在企业有大

量受托代销商品时，更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有

些企业在接受代销商品时，借记“受托代销商品”、“应

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记“代销商品

款”，我们认为，这样的账务处理是错误的。按增值税

专用发票管理方法，接受代销商品时，受托方并不能同

时取得委托方开具的专用发票，而是要等到委托方接

到受托方的代销清单时才可开具专用发票，进项税额

才能成立。
企业将受托代销的商品售出后，一方面要反映代

销商品销售收入的取得，另一方面企业也从中取得代

销商品的劳务收入，即应由委托方支付代销费用。一

般情况下，企业收取代销费用的方式有两种，其会计账

务处理方式也相应地有所不同，现结合会计制度与税

法的要求，对受托代销商品的账务处理进行探讨。

一、以手续费的方式收取代销费的情况

1.受托方收到代销商品时，在备查账簿上登记

借：受托代销商品  ×××（价税合计）

贷：代销商品款  ×××（价税合计）

2.销售代销商品时

借：银行存款  ×××

贷：应付账款  ×××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

3.冲销备查账簿记录

借：代销商品款  ×××

贷：受托代销商品  ×××

4.计算代销手续费时

借：应付账款  ×××（手续费）

贷：代购代销收入  ×××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

5.划转代销款项时

借：应付账款  ×××

应交税金——待转进项税  ×××

贷：银行存款  ×××

这一笔分录中，有些教材中直接借记 “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显然在没有取得

专用发票的情况下做了进项税额的处理，因此是错误

的，应通过“应交税金——待转进项税”过渡，后面相应

的账务处理理由同此。
6.收到委托方的专用发票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

贷：应交税金——待转进项税  x××

二、以商品销售毛利的方式支付代销费的情况

（一）企业按进价核算时

1.收到代销商品时

借：受托代销商品  ×××

应交税金——待转进项税  ×××

贷：代销商品款  ×××

2.销售代销商品时

借：银行存款  ×××

贷：商品销售收入  ×××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

3.结转销售成本

借：商品销售成本  ×××

贷：受托代销商品  ×××

4.结转代销商品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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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代销商品款  ×××

贷：应付账款  ×××

5.划转代销商品款时

借：应付账款  ×××

贷：银行存款  ×××

6.收到委托方专用发票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

贷：应交税金——待转进项税  ×××

（二）企业采用售价核算：
1.收到代销商品时

借：受托代销商品  ×××（代销商品含税售价）

贷：代销商品款  ×××（代销商品进价）

商品进销差价  ×××

2.销售代销商品时

借：银行存款  ×××

贷：商品销售收入  ×××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

3.结转销售成本

借：商品销售成本  ×××

贷：受托代销商品  ×××

4.结转代销商品款时

借：代销商品款  ×××

应交税金——待转进项税  ×××

贷：应付账款  ×××

5.划转代销款项时

借：应付账款  ×××

贷：银行存款  ×××

6.收到委托方专用发票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

贷：应交税金——待转进项税  ×××

7.调整销售成本时

借：商品进销差价  ×××

贷：商品销售成本  ×××

（作者单位 ：桂林电子工 业学院 财经 系会计教研室）

责任 编辑 许太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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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查补增值税后的调账方法

郭建民

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有些企业在增值税检查

之后，虽然如数补交了税款，但由于没有及时进行账务

调整，使得企业的“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账户仍然

出现与补交税金相同的期末借方余额，企业在缴纳下

期税款时，有可能又将补交的税款抵扣回去，造成税收

流失。鉴于此，笔者建议财会人员应严格按照有关税

收法规的规定，在增值税查补之后及时调账。其调账

方法如下：

增值税检查后的账务调整，应设立“应交税金—增

值税检查调整”专门账户。凡检查后应调减账面进项

税额或调增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转出的数额，借记有

关科目，贷记本科目；凡检查后应调增账面进项税额或

调减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转出的数额，借记本科目，贷

记有关科目；全部调账事项入账后，应结出本账户的余

额。在此基础上，还要对该余额进行处理：若余额在借

方，全部视同留抵进项税额，按借方余额数，借记“应交

款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本科目；若

余额在贷方，且“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账户无余额，

按贷方余额数，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金—未交增

值税”科目；若本账户余额在贷方，“应交税金一应交增

值税”账户有借方余额且等于或大于上述贷方余额，按

贷方余额数，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科目；若本账户余额在贷方，“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账户有借方余额但小于上述贷方余额，应将这两个

账户的余额冲出，其差额贷记 “应交税金—未交增值

税”科目。该账务调整应按纳税期逐期进行。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高县国税局）

责任 编辑  温彦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业务与技术
	浅谈受托代销商品的核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