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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Impact of New Income Standards on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come Confirmation and Mea-
surement
Xiaoshan Li   Yufan Xu
Anhui Wenda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efei, Anhui, 23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tatus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rising. As a new 
industry, e-commerce enterprises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terms of business type and work nature. The complex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accounting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A compan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new and old income standards, starting from the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venue, analyzes its impact on e-commerc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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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对电商企业收入确认与计量影响探析
李晓珊   徐雨凡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中国·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水涨船高。作为新型行业，电子商务企业不管是在业务类型还
是工作性质都有别于传统行业，复杂且创新型的业务给会计实务出来带来很大挑战。论文以 A 公司为例，基于对新、旧收入
准则的的比较，从收入的确认与计量出发，分析其对电商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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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收入作为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财务指标之一，一直

以来被广泛关注。收入的确认与计量是衡量收入的重要标准，

相关规定也一直是中国会计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新行业的业务模式逐

渐创新化、复杂化。

为了应对日益变化的内在变革和外在国际准则趋同的要

求，中国财政部在借鉴国际联合收入准则并结合中国国情的

基础上，在 2017 年 7 月正式发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1]。修订的收入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15 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趋同，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此次修订的收入准则能有效预防收入计量与确认中

可能存在的实务问题，基本满足当下会计行业面临的挑战。

与传统商业相比，电子商务企业是基于互联网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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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类型、工作性质上与其他企业有较大不同，特别是在

收入时点的确认上，需要有丰富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确认。

此次收入准则修订稿（以下简称 CAS14（2017））修订的要

点包括：以合同为基础，采用“五步法”模型确认收入。这

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对全新的收入准则进行分析以及确认，

电子商务行业也不例外。

2 新、旧收入准则对比
2.1 收入确认方面的不同

2.1.1 收入准则适用范围不同

2006 年颁布的收入准则（以下简称 CAS14（2006））将

收入分为商品收入、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建造

合同收入有独立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单

独进行确认和计量，非货币性互换交易、投资收入等也都不

包括在其中。

CAS14（2017）对收入范围进行了全面的扩展，对于合

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客户支付非现金对价的情况都有一

定的规定，且要求对交易实质进行全面的分析，保证在未来

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收入分析体制。

2.1.2 收入确认标准不同

新收入准则以商品控制权的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标准。

原准则以“商品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与报酬的转移”作为

收入确认的标准。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标准对收入的确认

影响不大，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收入的时点会发生偏差。

例如，中国大部分电商企业都会有的“7 天无理由退换货”

承诺。这个使电商企业无法确认商品在承诺退换期的风险报

酬转移情况，只有等承诺期结束后才能确认，而 CAS14（2017）

规定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即可确认收入。

2.1.3 收入确认时点和时段的不同

CAS14（2006）规定销售商品在商品所有权相关主要风

险和报酬转移的时点确认收入，提供劳务及建造合同在期末

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一个时段的收入。这样收入业务被人为

的按照收入类型的不同按照时间点或时间段分别确认。

CAS14（2017）没有对收入类型进行分类，但对上述问

题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说明：如果在某一时间点上完成履约义

务，在购买方能完全对商品实施控制时确认收入；如果在某

一时间段内履行的，需要在该时间段内采用产出发或者投入

法确定履约进度，进而确认收入。

2.2 收入计量方面的不同

2.2.1 对多重交易合同价格的分摊

CAS14（2006）关于合同中多种交易规定以总价金额进

行收入的计量，具体分配到单个项目时需要财务人员的判断。

CAS14（2017）提出，当合同存在两项或以上的履约义

务时，应按照各自所承诺的商品单独售价作为标准进行收入

的分摊和确认，若单项售价可以获得则以此作为计量的依据，

如无法获得可采用市场调整法、成本加成法、余值法等估计

单项售价。由此可见，新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旧准则在

这个部分的不足。

2.2.2 公允价值和交易价格

CAS14（2007）以合同价款的公允价格作为收入计量的

依据。CAS14（2017）以合同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交易价

格是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收取的对价，其中需要考虑可

变对价、收款风险等因素，且对相关因素都给出了详细的规定。

在实务中，财务人员比较难以把握 CAS14（2007）中的公允

价格的“公允性”，需要较多的人为判断。相较而言，交易

价格多数情况下就是合同确定的已收或应收价款，这使企业

的收入计量更有依据。

2.2.3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

新准则对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作出更为具体且详细的规

定，其中包括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附有质量保证条款

的销售、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等。论文以附有销

售退回条款的销售为例。

CAS14（2017）在初始计量上采用“总额法”的思路，

后续计量采用“动态跟踪”的核算模式，对退货商品在资产

负债表日进行重新评估；CAS14（2006）在初始计量上采用“净

额法”的思路，缺乏对退货商品后续计量追踪方面的规定 [2]。

相较而言，新收入准则能更及时、动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更为清晰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

2.3 关于列报和披露要求的变化

附注是信息使用者理解财务信息的主要依据之一，如果

附注与财务信息关联度比较低或者信息不完整会影响财务信

息的质量。

CAS14（2007）要求企业在附注中对会计政策和收入进

行详细记录。CAS14（2017）在原来的基础上规定，企业可

以将涉及与本期收入相关、与履约义务相关、对合同资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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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账面价值影响相关的合同信息进行详细披露，以便

报表使用者掌握企业项目的进度及相关收入信息。

3 新收入准则对 A 公司收入确认与计量的影响
3.1 A 公司基本情况

A 公司 1990 年注册成立，是中国线上线下融合的综合

网上购物平台，经营商品涵盖传统家电、百货、图书、虚拟

产品等，借助互联网发展线上购物平台，通过自营、开放和

跨平台运营，于 2004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随着电商企

业竞争的加剧，A 公司逐渐以打造 O2O 全渠道模式和线上线

下开放平台为“两翼”的互联网转型。论文仅对 A 公司线上

平台交易进行研究。

3.2 新收入准则对 A 企业的影响

A 公司经营种类丰富，销售手段多样化，2019 年实现线

上平台商品交易规模 2 387.53 亿元（含税），主要由商品或

劳务收入、服务收入等组成。

新收入准则采用“五步法”模型，具体如下：

第一，首先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

第二，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第三，确定交易价格；

第四，分摊交易价格；

第五，在履行各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识别合同是收入确认的基础。对

电商企业而言，表面上看消费者在网络平台购物并未签订口

头或书面合同，但其购买行为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

该按照 CAS14（2017）进行确认。从准则内容上看，CAS14

（2017）为收入确认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但对各行各业的

某些特殊情况并未有详细的指导。对 A 公司收入计量确认影

响如下。

3.2.1 收入时点确认问题

CAS14（2017）中以商品控制权的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

依据。A 公司线上销售除特殊商品外均提供 7 天无理由退换

货服务，每笔交易都有可能产生三个特殊时点：①消费者已

经付款但尚未发货；②货物已经发出但消费者未确认收货；

③消费者已经签收但尚在 7 天无理由退换货时间内 [3]。

根据 A 公司 2019 年报披露的收入会计政策显示：“当

本集团向快递加盟商转移物料后，物料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随之转移，与销售该物料有关的成本能可靠地计量，

本集团在此时确认物料的销售收入。”由此可以判断，对

于 A 公司来说，①尚未发货不应确认收入，不存在争议，但

②③收入确认和计量存在较大问题。对于②货物发出移交给

快递加盟商，但无法保证运输过程中不会产生意外或毁损，

此时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给消费者，不应确认收

入。③的时点虽然消费者已经收到商品，但需要考虑退货的

可能性，因此全额确认收入也不准确。

按照 CAS14（2017）的规定，A 公司应在顾客取得相关

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但考虑到 7 天无理由退换货等因

素，需要在确认收入时考虑退货的可能性。

3.2.2 收入确认方式区别问题

A 公司的线上销售与供应商主要有四种合作模式：A 公

司提供全过程服务的特卖模式；A 公司提供平台，供应商自

主运营后台、物流的联营模式；A 公司提供仓储、配送，供

应商自主运营后台的自营 /SWL 模式和向供应商采购，自行

定价销售的经代销模式。

从商品控制权上看，前三种 A 公司并不拥有商品的所有

权，属于委托代销，最后一种才是拥有商品控制权的销售行为。

CAS14（2007）对买断商品所有权、收取佣金的委托代销规

定了不同的收入确认方法。CAS14（2017）取消了收入类型，

规定当销售商品有第三方参与时，企业应当确认自身是主要

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主要责任人应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

确认收入，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确

认收入。

显然，前述三种模式应选择净额法确认收入，最后一种

模式应选择总额法确认收入。2020 年，为适应新收入准则的

应用，A 公司将线上销售模式变更为自营模式和特卖模式，

自营模式涵盖之前的经代销模式、联营模式，本质上的业务

类型并没有发生变化。

3.2.3 各类促销手段中收入确认计量问题

近年来，电商行业竞争激烈，包邮、7 天无理由基本已

经成为标配，各类促销手段层出不穷，积分抵现、定金膨胀、

满减优惠券、会员专属购物权益、额外购买选择权等。部分

可按照旧准则规定执行，但更多的是没有明确规定。CAS14

（2017）的颁布对各类促销收入确认及计量提供的指导，如

附有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A 企业应评估是否向顾客提供

了一项重大权利，若存在需要进行交易价格的分摊，在顾客

行使该权力或权利失效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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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上述对 A 公司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CAS14（2017）

对电商企业收入的确认和计量会产生积极影响，对收入确认

时点、方式和各类促销手段的计量问题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同时对列报和披露要求的变化也增加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

有利于利益相关方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

但对电商企业来说，新收入准则应用并非没有负面影响，

也无法做到全方位的指导。因此，电商企业首先应加强对合

同的管理，利用准则中的收入确认五步法进行合同管理；提

高财务人员的职业素养以应对新准则中需要大量会计判断和

会计估计的内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增加合同细节内容，

提高财务报告决策有用性。在准则执行方面，政府应在新收

入准则应用初期给予具体且详细的指导。例如，出台各行业

的应用指南，加强收入应用过渡期的监督，及时了解准则运

行情况，以便对内容进行补充完善，确保企业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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