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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变——变后有什么好处”这四个

方面进行思考，只有清楚准则变的

逻辑思路，才能真正理解会计准则

的实质，提高学习和应用效果。

3.在分析准则“为什么要变”

时，可以从准则的国际趋同、现行

准则存在的弊端两个方面进行思

考，如固定资产盘盈会计处理方法

调整的原因一是要与国际趋同，二

是调整前的会计处理方法为利润

操控提供了便捷；在分析“能不能

变”时，可以从会计理论的角度进

行思考，如是否与会计的四大假设

相矛盾、是否遵循了会计的八大基

本原则等；在分析“如何变”时，需

要结合管理需要，同时考虑其他相

关准则的做法，在坚持管理需要和

不同准则之间一致的原则，来理解

和思考准则变化的奥妙，增强准则

学习和实务处理的趣味性和逻辑

性，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应用效率

和准确度；在分析“变后有什么好

处”时，可以从内部控制和会计的

经济后果双重角度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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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8年，社交电商企业“拼多

多”的成功上市，对广大电商企业

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增强了许多投

资者、创业者的信心。2019年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正式实施，2019年也因此在业

内被称为“社交电商元年”。当传

统电商企业发展出现瓶颈期时，以

微信为代表的头部社交软件逐渐

让人们发现社交流量的交易价值

和广阔前景。

电商企业长久以来一直缺乏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企业会计

准则》更是无法准确地对这类电商

企业以及社交电商企业进行准确

的确认与计量。为了与国际会计

趋同以及弥补现有收入准则的不

足，2017年7月财政部修订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同时

规定会计准则执行采用“三步走”：

第一步，2018年1月1日起，在境内

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开始执行；第二步，2020年1月1日
起，在除上述企业之外的其他上市

公司实施；第三步，2021年起，除上

述两类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执行

会计准则的企业开始实施。新收

入准则弥补了社交电商企业在收

入会计处理上的空白，对实务中的

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

二、社交电商企业营销模式分析

社交电商是指以社交工具分

享拟销售商品或服务，达到对商品

宣传广告的效果，并最终实现出售

商品、完成线上交易的商品交易形

式。与传统的电子商务比较，社交

电商利用了社交媒体工具的宣传

新收入准则下
社交电商企业会计处理探析

◎ 文/ 郑兴东 王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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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微信将社交做到了极致，其

衍生的生态范围第一个触及的领

域就是电商。从百亿云集到千亿

拼多多，社交电商的集中爆发，社

交领域的巨大机会和诱人潜力正

在不断凸显。社交电商是利用社交

媒体工具，通过将“关注、分享、沟

通、讨论、互动”等社交化的元素潜

移默化地运用到电子商务交易中，

其具体营销方式如图1所示。

分销商通过软文和短视频在

社交媒体进行营销推广，把商品的

优点进行分享，社交媒体好友会第

一时间查阅、关注到产品信息。在

好友客户获得产品信息后，根据自

身需要，将对产品进行深入的沟

通、探讨和了解，从而达到最后的

交易成功。

三、社交电商企业销售模式、
支付方式与收入确认的关系

在社交电商 B2C2B营销模式

下，可以将商品销售分为直接销

售、视同买断代销和收取手续费代

销三种典型模式。客户支付货款

的方式主要方式包括第三方支付、

货到付款和付款发货三种形式。

社交电商企业是否确认收入

与其销售模式、支付方式直接相

关。在直接销售模式下，社交电商

企业在收到货款时进行收入的确

认；视同买断委托代销安排销售的

情况下，与直接销售商品的情况类

似，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给了购买

方，即收到了货款时进行收入的确

认；在收取手续费代销安排方式

下，在收到供货商提供的委托代销

清单时方可确认收入。三者之间

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四、新修订的收入准则与原收入
准则的区别及运用

(一)新修订的收入准则与原

收入准则的区别

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与国

际会计准则趋同，2017年7月我国

财政部修订了 2006年制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新旧收入准则的主要不同点体现

在收入的确认基础和确认条件两

个方面。

1.收入确认的基础不同。为

了对不同种类的交易进行收入确

认，原收入准则按照业务种类将收

入划分成三类：销售商品收入、提

供劳务收入以及让渡资产使用权

收入。新修订的收入准则不再将

收入划分为此三种类型，而是以与

客户签订的合同为基础进行收入

的确认。如此，便简化了会计实务

中收入确认问题，统一了收入确认

的基础。

2.收入确认的条件不同。在

原收入准则中，经济利益的流入除

了满足收入定义之外，还需要同时

满足五个条件，才能对收入进行确

图2 社交电商企业销售模式、支付方式与收入确认的关系图

图1 社交电商的营销模式(B2C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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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其中，与商品有关的风险和报

酬转移给了购货方是其最主要的

条件。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渗

入，在判断风险和报酬是否发生实

质性转移，对于社交电商企业显然

比较困难。新收入准则采用的是

“五步法”模型进行收入的确认，其

最主要的条件是客户取得商品的

控制权。这一变化有效地解决了

网络交易在收入确认方面存在的

弊端。

(二)新修订的收入准则在社

交电商企业的运用

新收入准则采用的是“五步

法”模型进行收入的确认。鉴于社

交电商企业由于本身交易的特殊

性，本文根据新收入准则，结合

IFRS 15的规定，对共享型经济时

代的新产物——社交电商的收入

确认计量进行具体阐述。社交电

商企业在对收入进行会计处理时，

应该严格按照五个步骤进行。

1. 识别与客户签订的合同。

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收入的确

认应当以“合同”为基础，首先明确

各种交易的客户以及对应的合

同。在实务中，合同包括书面形

式、口头形式以及其他可验证的形

式(如隐含于商业惯例或企业以往

的习惯做法中等)。但是，对于社

交电商来说，客户下单形成的购物

订单便是新收入准则中的“合

同”。社交电商企业应当以客户的

购物订单为基础进行收入的确认

和计量。

2.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

务。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单项

履约义务履行与否是判断是否确

认收入的一项重要标准。在合同

开始日，即客户下单完成时，需要

对订单进行评估，判别订单中的各

单项履约义务。在各单项履约义

务完成时，进行销售收入的确认。

单项履约义务分成某一时间点的

履约义务和某一时间段的履约义

务两种。对于某一时间段的履约

义务需要按照履约进度，合理选择

投入法和产出法在某一会计期间

的收入进行合理的估计；某一时间

点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综合分析

控制权转移的迹象，准确判断商品

或者服务的控制权是否转移给了

购买方，在购买方取得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

3.确定交易价格。按照新收

入准则的规定，交易价格是指完成

合同上规定的履约义务预期可获

取的对价，其中代收的金额不属于

交易价格，如代收的增值税、预计

可能发生的退货款等。社交电商

企业应该以扣除给予客户的“销售

额满减”“优惠券”等各种优惠后的

金额为基础，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

作为价税合计数，进行价税分离后

确认收入和增值税。

4.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

履约义务。客户下单如果包含两

项或多项履约义务，即客户同时下

单多件商品或购买多项服务，社交

电商企业应该在合同开始日(订单

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

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

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也就是按照每件商品或服务的单

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对售出的不同

商品或服务进行收入的确认。

5.履行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

确认收入。新收入准则要求，企业

应该在完成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进

行收入确认。社交电商企业履约义

务的完成应当以订单(合同)的完结

为基础，判断所售商品控制权是否

转移，同时需要结合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进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五、新收入准则下社交电商企业的
会计处理案例分析

在新收入准则下，社交电商企

业确认收入的情况有很多，本文对

其中较为典型的几种进行案例分

析。根据当前网络平台销售一般

都包邮的情况，下列案例中的邮递

费均由卖方承担。

(一)正常销售情况的账务处理

例1：社交电商企业A通过平台

售出一件甲商品给某客户，其售价

为400元，成本为250元，A企业适用

的增值税税率为13%。客户下单实

际支付货款为400元，款项进入第三

方支付平台。A企业收到订单后，将

甲商品采用快递的方式发于客户，

支付10元快递费用(含税)，并取得增

值税税率为6%的专用发票一张。

在正常销售情况下，社交电商

企业应该在客户获得商品控制权

时，即在确认收货时，按照标明的

原价款进行收入的确认。

1.A企业发出甲商品并支付快

递费时：

借：发出商品 250
贷：库存商品 250

借：销售费用——运费 9.4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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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银行存款 10.00
2.当客户确认收货时，A企业

确认收入：

借：其他货币资金——第三方

支付平台 4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53.9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46.02
借：主营业务成本 250
贷：发出商品 250
(二)客户使用商家优惠券的

账务处理

例 2：社交电商企业A在平台

中标明甲商品每件售价为 400元，

另附优惠券满 688减 100元，每件

商品的实际成本为 250元，增值税

税率为 13%。某客户领取优惠券

并下单购买两件商品，实际支付

货款为 700元，款项进入第三方支

付平台。A企业收到订单后，将甲

商品采用快递的方式发于客户，并

支付10元快递费用(含税)，并取得

增值税税率为 6%的专用发票一

张。三天后，该客户收到商品并确

认收货。

在客户使用商家优惠券情况

下，社交电商企业应该在客户获得

商品控制权时，即在确认收货时，

按照优惠券折扣后的价款进行收

入的确认。

1.A企业发出甲商品并支付快

递费时：

借：发出商品 500
贷：库存商品 500

借：销售费用——运费 9.4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0.57
贷：银行存款 10.00

2.当客户确认收货时，A企业

确认收入：

借：其他货币资金——第三方

支付平台 7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619.4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80.53
借：主营业务成本 500
贷：发出商品 500

(三)企业采用七天无理由退

货进行销售情况下的账务处理

例 3：社交电商企业A通过平

台售出一件甲商品给某客户，其售

价为 400元，成本为 250元，A企业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客户

下单实际支付货款为 400元，款项

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A企业收

到订单后，将甲商品采用快递的方

式发于客户，支付 10元快递费用

(含税)，并取得增值税税率为6%的

专用发票一张。3天后，该客户收

到甲商品但未进行收货确认。在

七天无理由退货销售方式下，期满

前，由于商品的控制权没有转移给

客户，因而只能在第八天时进行收

入的确认。

1.A企业发出甲商品并支付快

递费时：

借：发出商品 250
贷：库存商品 250

借：销售费用——运费 9.4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0.57
贷：银行存款 10.00

2.当客户确认收货第八天时，

A企业确认收入：

借：其他货币资金——第三方

支付平台 4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53.9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46.02
借：主营业务成本 250
贷：发出商品 250
(四)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账

务处理

例 4：社交电商企业A通过平

台售出一件甲商品给某客户，其售

价为 400元，成本为 250元，A企业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客户

下单实际支付货款为 400元，款项

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订单中规

定客户在一个月内可以退货，A企

业根据以往经验估计退货率为

10%。A企业收到订单后，将甲商

品采用快递的方式发给客户，付10
元快递费用(含税)，并取得增值税

税率为6%的专用发票一张。

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情况下，

在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即客户

进行确认收货时，确认收入。按照

向客户转让商品预期有权收取的

对价金额确认收入，代收的金额不

属于交易价格，如代收的增值税、

预计可能发生的退货款等。社交

电商企业应该以扣除给予客户的

“销售额满减”“优惠券”等各种优

惠后的金额为基础，按照实际收到

的款项作为价税合计数，进行价税

分离后确认收入和增值税。

1.A企业发出甲商品并支付快

递费时：

借：发出商品 250
贷：库存商品 250

借：销售费用——运费 9.4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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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银行存款 10.00
2.当客户确认收货时，A企业

确认收入：

借：其他货币资金——第三方

支付平台 4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18.58

预计负债 35.4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46.02
借：主营业务成本 225

应收退货成本 25
贷：发出商品 250
(五)满额赠送商品情况的账

务处理

例 5：社交电商企业A通过平

台售出一件甲商品给某客户，其售

价为 400元，成本为 250元，A企业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订单中

规定，满288元赠送标价20元雨伞

一把，其成本10元。客户下单实际

支付货款为 400元，款项进入第三

方支付平台。A企业收到订单后，将

甲商品采用快递的方式发于客户，

支付10元快递费用(含税)，并取得增

值税税率为6%的专用发票一张。

在正常销售情况下，社交电商A
企业应该在客户获得商品控制权时，

即在确认收货时，按照标明的原价

款进行收入的确认。赠品不同情况

下会计处理会有不同：如果该赠品

单独计价，构成一项单独的业务，企

业应当作为其他业务进行处理；如果

是随同商品出售不单独计价，则应

当将发生的成本作为销售费用处理。

1.如果该赠品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

(1)A企业发出甲商品并支付

快递费时：

借：发出商品——甲商品 250
——雨伞 10

贷：库存商品——甲商品 250
——雨伞 10

借：销售费用——运费 9.4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0.57
贷：银行存款 10.00

(2)当客户确认收货时，A企业

确认收入：

借：其他货币资金——第三方

支付平台 4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甲商品

337.12
——雨伞

16.8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46.02
其中：400/(1+13%)×400/(400+

20)=337.12(元)；400/(1+13%)×20/
(400+20)=16.86(元)；400/(1+13%)×
13%=46.02(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 250
其他业务成本 10

贷：发出商品——甲商品 250
——雨伞 10

2.如果该赠品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

(1)A企业发出甲商品并支付

快递费时：

借：发出商品——甲商品 250
贷：库存商品——甲商品 250

借：销售费用 10
贷：库存商品——雨伞 10

借：销售费用——运费 9.4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0.57
贷：银行存款 10.00

(2)当客户确认收货时，A企业

确认收入：

借：其他货币资金——第三方

支付平台 4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甲商品

353.9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46.02
借：主营业务成本 250
贷：发出商品——甲商品 250

六、结束语

社交电商企业是共享经济发

展所造就的一种新模式，对于社会

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新收入准则的修订，对社交电

商企业收入确认时点做出了明确

的规定，统一规范了网络虚拟商品

收入类型，破解了难以划分收入类

型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社交电商企业会计实务工作中的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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