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买月饼用于中秋福利

情形一：A公司购买了100箱月饼发放给员工，取得厂家专用发票，金额30000元，增值税
3900元。

1、会计处理：

购进时：

借：库存商品  30000

    应交税费-增值税（进项税额） 3900

    贷：银行存款 33900

发放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33900

    贷：库存商品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3900

期末计提职工薪酬时：

借：生产成本、管理费用等 33900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33900

2、增值税：**转出进项税额39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
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转出的进项税额填列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二)”里的第二部分“进项税额转出额”。



3、企业所得税：视同销售

由于该批月饼属于赠送给员工的节日礼品，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应当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确认收入30000元，同时确认视同销售成本30000元；33900元并入职工福利费限额
扣除；视同销售收入30000元增加业务招待费、广告费计提基数。



假设该100箱月饼只是用于晚会中员工集体品尝，则属于集体福利，资产所有权没有改变，故
不视同销售，33900元并入职工福利费限额扣除。

4、个人所得税：需要征收

用于赠送给员工的节日礼品，由于不属于集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福利，原则上需要并入员工
当月工资中扣缴个税。

但假设该100箱月饼只是用于晚会中员工集体品尝，则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依据：

A、《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了个人所得的范围：“（一）工资、
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
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同时第十条也提到：“个人所得的形式，包括
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



B、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2012年4月11日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就所得税相关政策中答复，集
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C、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2018年第三季度税收政策解读，目前对于集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
未向个人量化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征收个税。

自产月饼用于中秋福利

情形二：A公司将自产的100箱月饼发放给职工，该批月饼生产成本28000元，市场价30000
元。

1、会计处理：

发放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339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9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8000

    贷：库存商品 28000

期末计提职工薪酬时：

借：管理费用等-福利费 33900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33900

2、增值税：

计提销项税额3900元，消耗的材料等进项允许抵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
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视同销售货物。

3、企业所得税：

视同销售确认收入30000元，同时确认视同销售成本28000元；以视同销售收入30000元增加
业务招待费、广告费计提基数；33900并入职工福利费限额扣除。

同样的，假设用自产100箱月饼用于集体品尝，资产的所有权仍然属于企业所拥有，因此不视
同销售；33900元并入职工福利费限额扣除。

4、个人所得税：

用于赠送给员工的节日礼品，征收个人所得税。

假设该100箱月饼只是用于晚会中员工集体品尝，则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发放购物卡用于中秋福利

情形三：头条君公司购买了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150张，其中发放给职工100张用于采购月饼
等节日用品，赠送给客户50张作为礼品。



1、会计处理

购卡时：

借：预付账款 150000

   贷：银行存款 150000

发给给职工时：

借：管理费用-福利费 100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00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 100000

    贷：预付账款  100000

赠送给客户时：

借：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 50000

    贷：预付账款  50000

2、 增值税：发放时不视同销售。

取得超市开具的普通发票，品名“预付卡销售和充值”（601），发票税率栏填写“不征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 》规定，在预付卡的整个业务流程中，
都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就意味着持卡人的购卡金额无法抵扣进项税。

持卡消费后，销售方或特约商户也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持卡人的购卡金额无法抵扣
进项税。

3、企业所得税：

发放前不得税前扣除，发放时分别作为福利费（职工部分）和业务招待费（客户部分）在企业
所得税前限额扣除。

（1）若送给员工作为职工福利费，按工资总额14%的限额扣除；

（2）若送给客户作为业务招待费，按发生额的60%及营业收入的5‰孰低扣除。



4、个人所得税：

发放给职工部分并入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发放给客户部分按“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

依据：

A、《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600号）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
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B、《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号）第一条规定，
企业职工福利费包括发放给职工或为职工支付的以下各项现金补贴和非货币性集体福利：第二
条最后一款同时明确，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未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补贴，应
当纳入工资总额管理。



购物卡存在的风险：

1.购入大量购物卡容易被税务局风险监控；

2.购物卡中费用并未实际发生，存在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风险；

3.购物卡用来发放员工福利费，存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风险；

4.购物卡用来给客户送礼，属于业务招待费，需要代扣代缴20%个人所得税。并且还有涉嫌商
业贿赂、行贿受贿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