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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支付非现金对价的，企业应当按照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

非现金对价，是指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客户提供的广告服务等等。

(1)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企业应当参照其承诺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单独售价间接确定交易价格。单

独售价，是指企业向客户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

(2)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因对价形式以外的原因而发生变动的，应当作为可变对价进行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固定资产等非现金对价(公允价值)

贷：主营业务收入(银行存款+非现金对价公允价值)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例题】甲企业为客户生产一台专用设备。双方约定，如果甲企业能够在 30 天内交货，则可以额外获得 600 股客户

的股票作为奖励。合同开始日，该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4 元;由于缺乏执行类似合同的经验，甲企业当日估计，该 600

股股票的公允价值计入交易价格将不满足累计已确认的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限制条件。合同开始日之后

的第 27 天，企业将该设备交付给客户，从而获得了 600 股股票，该股票在此时的价格为每股 4.5 元。假定甲企业将

该股票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例中，合同开始日，该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4 元，由于缺乏执行类似合同的经验，甲企业当日估计，该 600 股股票

的公允价值计入交易价格将不满足累计已确认的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限制条件，甲企业不应将该 600 股

股票的公允价值 2 400 元计入交易价格。合同开始日之后的第 27 天，甲企业获得了 600 股股票，该股票在此时的价

格为每股 4.5 元。甲企业应按股票(非现金对价)在合同开始日的公允价值，即 2 400 元(4×600)确认为收入，因对

价形式原因而发生的变动，即 300 元(4.5×600-4×600)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例题】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为乙公司建造一项大型设备。合同约定，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 1 000 万元现金，

以及一批材料。该批材料公允价值为 500 万元，甲公司无需为该批材料额外支付价款，且必须将该批材料用于该设

备的建造。设备于 3 个月内建造完成并移交乙公司，乙公司在该时点获得了设备的控制权。

甲公司应当如何确定该设备的收入金额？

应确认收入 1 500 万元（1 000 万元现金+500 万元非现金对价）

4.企业应付客户(或向客户购买本企业商品的第三方)对价的，应当将该应付对价冲减交易价格，并在确认相关收入

与支付(或承诺支付)客户对价二者孰晚的时点冲减当期收入，但应付客户对价是为了向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商

品的除外。

(1)企业应付客户对价是为了向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商品的，应当采用与本企业其他采购相一致的方式确认所购

买的商品

(2)企业应付客户对价超过向客户取得可明确区分商品公允价值的，超过金额应当冲减交易价格

(3)向客户取得的可明确区分商品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企业应当将应付客户对价全额冲减交易价格

【例题】某消费品制造商甲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向一家全球大型连锁零售店客户销售商品，合同期限为 1 年。该

零售商承诺，在合同期限内以约定价格购买至少价值 1 500 万元的产品。合同同时约定，甲公司需在合同开始时向

该零售商支付 150 万元的不可退回款项。该款项旨在就零售商需更改货架以使其适合放置甲公司产品而作出补偿。

第一个月该企业销售货物开具发票的金额为 200 万元。

甲公司第一个月如何确认收入？

【答案】应确认收入=200-200×10%=180（万元）。



(四)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分摊原则：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企业应当在合同开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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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企

业不得因合同开始日之后单独售价的变动而重新分摊交易价格。

1.单独售价的确定

(1)企业在类似环境下向类似客户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应作为确定该商品单独售价的最佳证据

(2)单独售价无法直接观察的，企业应当综合考虑其能够合理取得的全部相关信息，采用市场调整法、成本加成法、

余值法等方法合理估计单独售价。在估计单独售价时，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采用可观察的输入值，并对类似的情况

采用一致的估计方法

①市场调整法，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市场售价考虑本企业的成本和毛利等进行适当调整后，确定其单

独售价的方法

②成本加成法，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的预计成本加上其合理毛利后的价格，确定其单独售价的方法

③余值法，是指企业根据合同交易价格减去合同中其他商品可观察的单独售价后的余值，确定某商品单独售价的方

法。企业在商品近期售价波动幅度巨大，或者因未定价且未曾单独销售而使售价无法可靠确定时，可采用余值法估

计其单独售价

2.企业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以及企业预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应当作为负债进行会计处理，不计入交易价格

【教材例 17-12】20×7 年 3 月 1 日，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向其销售 A、B 两项商品，A商品的单独售价为 6000

元，B 商品的单独售价为 24000 元，合同价款为 25000 元。合同约定，A商品于合同开始日交付，B 商品在一个月之

后交付，只有当两项商品全部交付之后，甲公司才有权收取 25000 元的合同对价。假定 A 商品和 B 商品分别构成单

项履约义务，其控制权在交付时转移给客户。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且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影响。

本例中，分摊至A商品的合同价款为5000[6000÷（6000+24000）×25000]元，分摊至B商品的合同价款为20000[24000

÷（6000+24000）×25000]元。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交付 A 商品时：

借：合同资产 5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0

（2）交付 B 商品时：

借：应收账款 25000

贷：合同资产 5000

主营业务收入 20000

3.对于合同折扣，企业应当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按比例分摊

(1)合同折扣，是指合同中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之和高于合同交易价格的金额

(2)有确凿证据表明合同折扣仅与合同中一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相关的，企业应当将该合同折扣分摊至相关

一项或多项履约义务

(3)合同折扣仅与合同中一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相关，且企业采用余值法估计单独售价的，应当首先在该一

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之间分摊合同折扣，然后采用余值法估计单独售价

【教材例 17-13】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向其销售 A、B、C三种产品，合同总价款为 120 万元，这三种产品构成 3

个单项履约义务。企业经常单独出售 A 产品，其可直接观察的单独售价为 50 万元；B 产品和 C 产品的单独售价不可

直接观察，企业采用市场调整法估计 B 产品的单独售价为 25 万元，采用成本加成法估计 C 产品的单独售价为 75 万

元。甲公司经常以 50 万元的价格单独销售 A 产品，并且经常将 B 产品和 C 产品组合在一起以 70 万元的价格销售。

假定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本例中，这三种产品的单独售价合计为 150 万元，而该合同的价格为 120 万元，因此该合同的折扣为 30 万元，由于

甲公司经常将 B 产品和 C 产品组合在一起以 70 万元的价格销售，该价格与其单独售价的差额为 30 万元，与该合同

的折扣一致，而 A 产品单独销售的价格与其单独售价一致，证明该合同的折扣仅应归属于 B 产品和 C 产品。因此，

在该合同下，分摊至 A 产品的交易价格为 50 万元，分摊至 B 产品和 C 产品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70 万元，甲公司应当

进一步按照 B 产品和 C 产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该价格在二者之间进行分摊。



因此，各产品分摊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A 产品交易价格为 50 万元；

B 产品交易价格=25-（25÷100×30）=17.5（万元）；

C 产品交易价格=75-（75÷100×30）=52.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