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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的抵借（即利用应收账款进行抵押借款）与

让售（即将应收账款转让出售）是企业常用的两种融资手

段，而两者在会计处理上存在较大不同。

1. 从本质上来看，应收账款的抵借并没有转移应收

账款这项资产的所有权，企业仍需将其作为自有资产反

映在期末报表中，并对其进行正常的坏账处理，对取得的

银行借款作为短期借款进行核算。而应收账款的让售导

致应收账款的所有权从企业转让给受让方，企业应该终

止确认该项资产。

2. 在取得资金的计算中，应收账款的抵借所取得的

资金作为短期借款的本金进行处理，按照一定方法计提

利息，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借款期间发生的收

支差额一律计入财务费用。而在应收账款的让售中，为体

现稳健性原则，企业需将应收账款总额扣除最大的现金

折扣金额，再扣除让售中的手续费以及银行所收扣留款，

所得的金额称为可筹款限额。

在资金筹措日视为企业筹措资金的本金和利息两部

分，而不只是本金，这是由于客户向银行还款还需要一定

日期，银行需要将这期间的利息扣除。由于客户还款日期

不能预先确定，实务中一般按照现金折扣日的后 10天作

为筹款到期日，第11天即为客户还款日，因此资金筹措日

实际取得的资金数额需要站在银行的角度计算，将筹款

到期日的可筹款金额折现到资金筹措日。

3. 在实务中，应收账款的抵借不需要缴纳扣留款，这

是由于已经有应收账款进行抵押。而应收账款的让售中

需要按照应收账款总额的一定比例向银行缴纳扣留款，

用以应对客户退货、折让及其他减少应收账款事项，具有

保证金性质，在银行遭受风险时补偿损失，而在客户还款

后，银行需将未用扣留款退还企业。

4. 在涉及的会计科目上，应收账款的抵借主要为“短

期借款”以及相关科目。而应收账款的让售涉及“应收金

融机构款”、“应收扣留款”等科目，反映企业从金融机构

实际筹得资金与缴纳扣留款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两者

作为流动资产项目（其他应收款）列示，实务中企业也可

以将两者直接合并为“其他应收款”进行处理。下面我们

举例说明两者核算上的差异，例 1为应收账款抵借，例 2
为应收账款让售。

例 1：某企业 2013年 5月 16日以应收账款 1 000元作

为抵押，向某银行取得 80%的借款，计 8 000元。此时会计

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8 000；贷：短期借款8 000。
6月20日收回现款并按日利率0.3‰还本付息。

取得筹资金额8 000元即为短期借款的本金，借款天

数为 35 天（5 月 16 日至 6 月 20 日），因此计算利息为：

80 000×35×0.3‰=84（元），作如下处理：借：短期借款

8 000，财务费用84；贷：银行存款8 084。
例 2：某企业 2013 年 5 月 20 日赊销产品，发票总额

10 000元（其中售价8 547元，增值税1 453元），付款条件

为：2/10，1/20，n/30。让售该笔应收账款给某商业银行，手

续费率为 2%（按扣除最大现金折扣之后的应收账款净额

计算），扣留款比率为10%（按应收账款总额计算）。

应收账款让售时计算企业可筹款限额为：10 000×
（1-2%）-10 000×（1-2%）×2%（扣除手续费）-10 000×
10%（扣除扣留款）=8 604元，此时让售应收账款作如下处

理：借：财务费用——现金折扣200、——手续费196，其他

应收款——扣留款 1 000、——筹款 8 604；贷：应收账款

10 000。
6月13日筹措现款，筹款年利息率为10.8%。在资金筹

措日需要将上述可筹款限额拆分为本金与利息两部分以

确定实际筹得资金，为此需要确定借款天数：5月 20日实

现销售加上20天现金折扣日，再加上10天，即6月19日为

筹款到期日，因此借款天数为6天（6月13日至6月19日）。

计算筹款本金为8 604/（1+10.8%×6/360）=8 588.54元，即

为实际取得筹款金额，筹款利息为 8 588.54×10.8%×6/
360=15.46元。此时作如下处理：借：银行存款8 588.54，财
务费用15.46；贷：其他应收款——筹款8 604。

6 月 19 日，银行将扣减销货折让 700 元（其中价款

598.29元，增值税 101.71元）后的余款 300元转入企业账

户。此时作如下处理：借：银行存款 300，营业收入 598.2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1.71；贷：其他应

收款——应收扣留款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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