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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会计与税收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国家在制定税法和具体税收政策时，要根

据会计所提供的纳税信息，确定企业依法应缴多少税、是否依法纳税、未来税收前

景如何，从而确定企业合理的税负水平和适当的减免税优惠;另一方面，税务机关

i 作为代表国家依法行使税收征管权的职能部门，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对纳税人履

行纳税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检查

纳税人的会计账簿、记账凭证、会计报表和有关资料，有权检查扣缴义务人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的账簿、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税法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有很

多关于企业会计方面的规定。

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税务稽查时，税务人员都要以纳税人的会计记录为依

据，对其所反映的纳税申报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对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进行

稽查，以保证国家税款应收尽收。同时会计要对纳税人依法纳税情况作出完整、准

确的处理，以避免多纳或少纳税款。会计信息是国家税收管理的重要依据，离开了

会计，税收征收与稽查工作将难以进行。我国税收征管法规定，企业必须建立健全

会计核算制度，使国家征税有据可查。因此，税务人员就需要认真学习并掌握财务

会计的基础知识和专门知识，以及搜集、整理、分析和使用纳税人会计信息的理论

和方法。

会计与税收又是相互影响的。会计对税收的直接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

为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会计解决的本质问题是正确计算期间收人、费用和利润，

而税收机关认识到广泛采用会计原则计算税金是十分便利的，自然会模拟会计处

理的程序和方法;二是在计算期间利润上，税收活动促进其与会计协调→致，使两

者矛盾尽可能降低到最低点，以协调税收和会计对期间收益的计算方法。

税收对会计的影响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它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在美

国，早期税收法规的每一次制定都会引起会计问题的热烈讨论，税收是促进会计重

心由资产计价转向收入计量的主要动力。税法的发布和实施是保证新会计方法被

，，I
〈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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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采用的一种手段。毫无疑问，税收有助于提高会计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

改善会计实务的连贯性。

本书贴近实务、视角独特、条理清晰、针对性强，特别适合于企业老板、财会人

员、中介机构和税务人员阅读。阅读比书，可快速提高会计实务操作水平，增强会

计职业风险控制能力，提高企业整体的涉税账务安全系数。另外，在税收问题上还

可知晓，有哪些问题是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在账务处理上，有哪些方面是需要

特别关注或回避的地方，从而认清法律的禁地，明智地避免踏人雷区，还可让纳税

人和财会人员明白，蛙邮捕蝉、黄雀在后，对税收问题，千万不要大意。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财务书籍和相关法规，在此，对这些书籍的作

者、法规的制订者和为本书出版给予帮助和支持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中力求严谨、细致，但由于编者水平和时间有限，书中难免有 2比漏
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或提出修改建议。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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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A

会计基础理论飞、 j

第-节会计职能

会计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管理职能，其本质是

X对才一定单位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确认
作出预测、参与决策、实行监督，旨在实现最优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概括地说

有以下几个方面，如图 1-1 所示。

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

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

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

资本、基金的增减和使用

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

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

需要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其他事项

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

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

财产清查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

对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

当明确

固1-1 会计的职能

〈二/



飞斗J-1自 去对知识-'3~计时

会计核算职能与会计监督职能相辅相成，只有在对经济业务活动进行正确核算

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供可靠的资料作为监督依据;同时，也只有搞好会计监督保证经

济业务按规定要求进行，并且达到预期的目的，才能发挥会计核算的作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和管理理论的不断深化，会

计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其职能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除了上述职能外，会计还

具有预测经济前景、参与经济决策、评价经济业绩等功能。

〈工〉



第一章 A

会计基础理论、 υ

第二节 会计假设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哪一种比赛、哪一个游戏都需要规则。会计

作为一种核算系统，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遵循着一定规则。而会计的游戏规则是它

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 C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是对会计核算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所作的合理假设。会

计核算对象的确定、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数据的收集都是以这一系列的前提为依

据。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等。

1 会计主体(如图 1-2 所示)a

限定会计的范围:仅反映、监督会计主体本身的各项

经营活动

圄1-2 会计主体的含义

G二F



飞ALB 叫阳明
2. 持续经营(如图1 -3 所示)。

企业的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延续下去

将资产计价、收益确认和会计原则的运用工作建立在

"非清算基础"之上

持续经营的含义圄1-3

3. 会计分期(如图1 -4 所示)。

会计分期的含义

飞二D

固1-4



第一章 A

会计基础理论金、、 j

4. 货币计量{如固1 -5 所示)。

指会计主体在会计核算过程中以货币作为

计量单位，计量、记录和报告会计主体的生

产经营活动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业务收支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为

主的企业，可以再选定其中一种货

币作为记账本位币，但这些企业编

制和提供报表时，必须折算为人民

旦旦些

为会计核算提供必要的计量手段，便于企业管理

圈1-5 货币计量的含义

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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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1992 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中，规定了会计核算

的 12项一般原则，它是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和要求。 2∞6 年新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中，将原有的"一般原则"改称"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共规

定了 8 项原则:客观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明晰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重要性原则、谨慎性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它们同样是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对保

证会计信息、质量意义重大，具体内容如图 1-6 所示。

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

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

用者对企收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

或者预测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财务会

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

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

形式为依据

根据交易或事项的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

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

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得提前或者延后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飞
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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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叼节 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设定财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依据，也是进行确认和计量的依据。

对会计要素加以严格定义，就能为会计核算奠定坚实的基础。会计要素的构成如

图 1 -7 所示。

图 1-7 会计要素的构成

向

"

〈五二Jba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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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资产(如图1-8 所示)0

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掠，

该资掠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资产说明

飞、王D

图1-8



第一章 A

会计基础理论 飞、J

图1-8 资产说明(续)

2. 负债(如图 1 -9 所示)。

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

由于过去的交易、事项引起的、企业当前所承担

的义务

由企业在未来某个时日加以清偿

为了清偿债务，企业往往需要在将来转移资产

圄1-9 负债说明

〈立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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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dJ 篇 会计知识与金山

3. 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是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

后的余额，又称之为净资产。

4. 收入(如图1 -10 所示)。

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如工商企业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的收入

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增加、负债的减少或同时引起

资产的增加和负债的减少

将引起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企业在完成其经营目标时从

事的日常活动中的主要项目，

可根据营业执照上规定的主

要业务范围确定

出售材料的收入

出租包装物的收入

出租无形资产的收入

出租固定资产的收入

提供非工业性劳务的收入

收入说明圄1-10

U五〉



第一幸 A

会计基础理论、\.A

5. 费用(如图1 -11 所示)。

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发生

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可以表现为资产的减少、负债的增加或者同时表

现为资产的减少和负债的增加

将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图1-11 费用说明

6. 利润(如图1 -12 所示)。

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为营业利润、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等

四个项目的总额减去所得税费用之后的余额

图1-12 利润说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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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会计等式如表 1-1 所示。

会计等式

序号 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会计等式

(1)
资产、负债及所有者

(1)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权益间的关系

(2)
收入、费用与利润间

(2) 收入-费用=利润
的平衡关系

(3) 新的所有者权益=旧的所有者权益+利润

(3 ) 综合关系
=旧的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新资产=负债+新所有者权益

=负债+旧的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表 1-1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第(1)个会计等式反映的是企业资金运动的整体情况，

也就是企业经营中的某-天，般是开始日或结算日情况。而第 (2) 个等式反映的

是企业资金运动状况，资产加以运用取得收入后，资产便转化为费用，收入减去费

用后即为利润，该利润作为资产用到下一轮经营，于是便产生等式 (3) 。当利润分

配后，等式。)便消失，又回到等式(1)。所以不管六大要素如何互相转变，最终均

要回到"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等式。下面举例说明该等式的恒等性:

[例1-1]东方化工厂2008 年 12 月 31 日拥有 2000 万元资产，其中现金 0.4

万元，银行存款 57.6 万元，应收账款 282 万元，存货 960 万元，固定资产 700 万元。
该工厂实收资本 1100 万元，银行借款 400 万元，应付账款 400 万元，应付职工薪酬

100 万元，可用表 1 -2 反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间的平衡关系。

~



表 1-2 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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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资 产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库存现金 o 4 短期借款 400

银行存款 57 6 应付账款 400

应收账款 282 应付职工薪酬 100

存货 960 实收资本 1 100

固定资产 700

合计 2000 合计 2 ∞o

上例中，资产总额 (2 000万元)=负债+所有者权益 (2 000 万元)，反映某一
时点上企业会计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一种静态关系。

当企业在继续经营时，发生的经济业务会引起各个会计要素数额上增减变动，

这种变化可能是会计等式左方(资产类)内部要素的增减变动，可能是会计等式右

方(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内部要素增减变动，也可能是会计等式左右方同时增减

或变动。这些变动均不会影响会计等式的恒等性。下面举例说明，如表 1-3 所

刁亏。

表 1-3 会计等式变动举例

业务 会计等式

东方化工厂 2008 年 1 月份从银 资产+银行存款增加额=(负债+所有者权益) +银行借

行取得贷款 800 万元，现已办妥 款增加额

于续，款项己划入本企业存款账 资产 (2800 万元)=负债+所有者权益 (2800 万元)

户 会计等式两方等额增加 800 万元，等式没有破坏

CI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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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业务 会计等式

东方化工厂支付上年未还
支票 300万元

资产-银行存款= (负债+所有者权益) -应付货款
的应付货款，己从企业账户

资产 (2500 万元) =(负债+所有者权益) (2 500万元)
中开出转账

会计等式两方等额减少 300万元，等式没有被破坏

东方化工厂开出现金支票 2
资产『银行存款减少额+现金增加额=负债+所有者权益

资产 (2500 万元)=(负债+所有者权益) (2 500万元)
万元，以备日常开支使用

资产同时增减 2万元，等式没有被破坏

东方化工厂应付给三洋公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接受长期投资

司的应付账款 100 万元， 资产 (2500 万元)=(负债+所有者权益) (2 500万元)

经协商同意转作三洋公司 负债类项目减少 100万元，所有者权益项目增加 100万元，
对东方化工厂的投资款 等式右方总额没有变化，等式没有被破坏

经过上述变化后的资产负债表，如表 1 -4 所示。
表 1-4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 产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库存现金 04+2=24 短期借款 400 + 800 = 1 200

银行存款 57 6 +800 -300 -2 =555 6 应付胀款 400 -300 -100 =0

存货 282 应付职工薪酬 100

应收账款 960 实收资本 1100+100=1200

固定资产 700

合计 2500 合计 2500

可以看出，经过变化后的资产负债表两方仍然保持着平衡关系。在企业生产

飞
飞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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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业务活动，均不会破坏会计等式平衡。

由上述举例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业务对会计等式的四种影响，如表 1-5 所
刁亏。

表 1-5 经济业务对会计等式的影晌

经济业务 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资产增加，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增加 会汁等式保持平衡

资产减少，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减少 会计等式保持平衡

资产类项目，一个增加，一个减少 会计等式保持平衡

负债类内部项目之间、权益类内部项目之间或
会计等式保持平衡

者负债类项目与权益类项目之间此增彼减

F〈五二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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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科町及其分类Ji设置第六节

1.会计科目

(1)设置会计科目的意义及原则。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经济业务，会引起各项会计要素发生增减

变化。由于企业的经营业务错综复杂，即使涉及同一种会计要素，也往往具有不同

性质和内容。为了实现会计的基本职能，要从数量上反映各项会计要素的增减变

化，不但需要取得各项会计要素增减变化及其结果的总括数字，而且要取得一系列

更加具体的分类和数量指标。这种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称为

会计科目。设置会计科目在会计核算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图 1 -13 所示。
复式记账的基础

编制记账凭证的基础

为成本计算与财产清查等提供

了前提条件

为编制财务报表提供了方便

要符合国家的会计法规体系的

规定

要结合会计要素的特点

要符合经济管理的要求

要满足各方面对会计信息的要

求

图 1-13 设置会计科目的意义及原则

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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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计科目的分类。

会计科目由于分类标准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①从会计要素的角度分类:从会计要素出发，可以将会计科目分为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成本、损益五大类。

�资产类科目。

流动资产类的科目。这类科目的特点是资产的变现周期在一年以内或不超过

一个营业周期，例如"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原材料"等科

目。

非流动资产类的科目。这类科目的特点是变现周期超过一年或一个营业周

期，例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

�负债类科目。

流动负债类科目。这类科目的特点是负债的偿还期在一年以内，例如"短期

借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账款"等科目。

非流动负债科目。这类科目的特点是负债的偿还期限超过一年以上，例如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科目。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投入资本类科目。例如"实收资本"科目。

非经营因素形成的所有者权益类科目。例如"资本公积"。

经营因素形成的所有者权益类科目。例如"盈余公积"等科目。

.成本类科目。

这类科目的特点是所发生的费用要记人产品成本。

直接记人产品成本类科目。例如"生产成本"科目。

分配记人产品成本类科目。例如"制造费用"科目。

.损益类科目。

这类科目的特点是其项目均是形成利润的要素。

反映收益类科目。例如"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

反映费用类科目。例如"主营业务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科

目。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的六种分类如表 1 -6 所示。

JG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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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科目

)1匮序号 编号 会 i-I科目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 斥在现金

2 1002 银行存款

3 1003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 1011 存放同业

5 1012 其他货币资合

6 1021 结算备付金

7 1031 存 11\保证金

8 1101 交易性金融资产

9 1111 14入返告金融资产

10 1121 应收票据

II 1122 应收账款

12 1123 预付账款

13 1I31 应收股利

14 1132 应收利息

15 1201 应收代位迫偿款

16 1211 应收分保账款

17 1212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18 1221 其他应收款

19 1231 坏账准备

飞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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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号 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20 1301 贴现资产

21 1302 拆 ill资金

22 1303 贷款

23 1304 贷款损失准备

24 1311 代理兑付证券

25 1321 代理业务资产

26 1401 材料采购

27 1402 在造物资

28 1403 原材料

29 1404 材料成本差异

30 1405 库存商品

31 1406 发出商品

32 1407 商品进销差价

33 1408 委托加工物资

34 1411 周转材料

35 1421 消梧世什物资产

36 1431 贵金属

37 1441 抵债资产

38 1451 损余物资

39 1461 融资租赁资产

〈五二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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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顺序号 编号 会计科吕名称

40 1471 存货跌价准备

41 1501 持有至到期投资

42 1502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43 150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4 1511 长期股权投资

45 1512 t是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46 1521 投资性房地产

47 1531 长期应收款

48 1532 未实现融资收益

49 1541 存 IH资本保证金

50 1601 固定资产

51 1602 累计折旧

52 1603 固定资产诚值准备

53 1604 在建工程

54 1605 工程物资

55 1606 固定资产清理

56 1611 未担保余值

57 1621 生产性生物资产

58 1622 生产性生物资产累计折旧

59 1623 公益性生物资产
L 一一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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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号 编号 会计抖目名称'

60 1631 油气资产

61 1632 累计折起

62 1701 无形资产

63 1702 累计摊销

64 1703 元形资产减值准备

6S 1711 商誉

66 1801 长期待摊费用

67 18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68 1821 独立胀户资产

69 1901 待处理财产损溢

二、负债类

70 2001 短期借款

71 2002 存入保证金

72 2003 拆入资金

73 2004 向中央银行借款

74 2011 吸收存款

75 2012 间业存放

76 2021 贴现负债

77 2101 交易性金融负债

78 211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五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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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顺序号 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79 2201 应付票据

80 2202 应付账款

81 2203 预收账款

82 2211 应付职工薪酬

83 2221 应交税费

84 2231 庇付利息

85 2232 应付股利

86 2241 其他应付款

87 2251 应付保单红利

88 2261 应付分保账款

89 2311 代理买卖证券款

90 2312 代理原销证券款

91 2313 代理兑付证券款

92 2314 代理业务负债

93 2401 递延收益

94 2501 长期借款

95 2502 应付债券

96 2601 末到期责任准备金

97 2602 保险责任准备金

98 2611 保户储金

主义二五〉



?-i
二
理

二
础

二
基

'
计

二

A
Z

辛
辛
二一

…

结
束
二

j匮序号 编号 会计科口名称

99 2621 独立账户负债

100 2701 长期应付款

101 2702 未确认融资费用

102 2711 专项成付款

103 2801 预计负债

104 2901 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共同类

105 3001 情赁资金往来

106 3002 货币兑换

107 3101 衍生工具

108 3201 套期工具

109 3202 被套期项日

四、所有者权益类

110 4001 实收资本

111 4002 资本公积

112 4101 盈余公积

113 4102 一般风险准备

114 4103 4{卡利润

115 4104 利润分配

116 4201 库存般

五、成本类

〈五二J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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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顺序号 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117 5001 生产成本

118 5101 制造费用

119 5201 劳务戚本

120 5301 研发支出

121 5401 工程施工

122 5402 工程结算

123 5403 机械作业

六、损益类

124 6001 主营业务收入

125 6011 利息收入

126 6021 手续费用佣金收入

127 6031 保费收入

128 6041 租赁收入

129 6051 其他业务收入

130 6061 汇兑损益

l31 610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l32 6111 投资收益

l33 6201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l34 6202 摊因赔付支出

l35 6203 摊回分保费用

l36 6301 背业外收入

斗、L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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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号 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137 6401 主营业务成本

138 6402 其他业务成本

139 640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0 6411 利息支出

141 6421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42 6501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合

143 6502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144 6511 赔付支出

145 6521 保单红利支出

146 6531 退保金

147 6541 分出保费

148 6542 分保费用

149 6601
'

销售费用

150 6602 管理费用

151 6603 财务费用

152 6604 勘探费用

153 6701 资产减值损失

154 6711 营业外支出

155 6801 所得税费用

156 6901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②按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详细程度分类:可分为总分类会计科目和明细分

类会计科目两大类。

�总分类会计科目。

也称为总账科目、一级科目，它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提

供总括信息的会计科目。例如"原材料"、"应付账款"等科目，一般由会计制

度统一规定。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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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分类会计科目 o

也称为明细科目、细目，是对总分类科目作进一步的分类，提供更详细、更

具体会计信息的科目。例如"原材料"科目按原材料的种类、规格、品种等设明

细科目，反映各种原材料的具体构成情况;"应付账款"按债权人名称或姓名设

明细科目，反映应付账款的具体对象。明细分类科目的设置，除了要符合会计制

度的统一规定外，一般根据需要由各单位自行规定，对于明细科目较多的科目，

可以在总分类科目和明细科目设置二级或多级科目。

下面以"原材料"和"应付账款"为例说明总分类科目和明细科目的设置，

如表 1-7 、表 1-8 所示。

"原材料"总分类和明细分类科目

总分类科目 明细分类科日

(吨级科目) 二级科门(子日) 明细科目(细1=1)

原料及主要材料
圆钢
角钢

辅助材料
润滑油原材料
石炭酸

燃 料
汽油
原煤.L...

表 1-7

"应付账款"总分类和明细分类科目

总分类科目 明细分类科目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子目) 明细科目(绍自)

晋阳公司
销售部

劳动服务公司
应付账款

一分公司
晋东公司

二分公司

表 1-8

(3) 会计科目运用举例(如表 1-9 所示)。

会计科目运用举例表 1-9

设置会计科目经济业务

设置"银行存款"和"库存现金"科目从银行提取现金 3∞元

购买材料 7000 元，料及尚未支付 设置"原材料"和"山付账款"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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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济业务 设置会计'科门

投资者投入设备-台，价值跚跚元 设置"实收资本"和"固定资产"科目

企业销售产品一批，价值 30∞儿，
设?旦"主常业务收入"和"应收账款"科目

贷款尚未收到

2. 账户

(1)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关系。

设置账户是会计的又一核算方法。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开设的，具有一定格

式和结构，是用于分类反映会计要素增减变动情况及其结果的载体。

虽然会计科目已经对会计要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但是还不能进行具体的

会计核算，因为会计科目只是分类的名称，而没有一定的格式，所以为了全面、

序时、连续、系统地反映和监督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还必须设置账户。账户能

使原始数据转换为初始会计信息，通过账户可以对大量复杂的经济业务进行分类

核算，在设置上要服从于会计报表反映会计信息的要求。会计账户与会计科目的

关系，如图 1 -14 所示。

都是对会计对象具体内容的科学

分类，两者口径一致，性质相同

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也是设置

账户的依据

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体运用

会计科目只是一个名称，表明的是

某种经济内容

账户既有名称又有结构，可以记录

和反映某类经济内容的增减变动

情况及其反映的结果

图 1-14 会计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关系

〈五二J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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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账户的分类。

由于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开设的，因此账户的分类也有两种，如图 1 -15 所

除了能用货币度

量外，有些账户还

要用实物度量

只能用货币度量
按其所提供会计

信息的详细程度

反映流动资产的账户

反映非流动资产的账户

反映流动负债的账户

反映非流动负债的账户

反映所有者原

始投资的账户

刁亏。

反映所有者投

资收益的账户

从会计要素出发

反映营业损益的

账户

反映营业外收支

的账户

反映所得税费用的账户

账户的分类

飞
飞\之五〉

圄1-15

(3) 账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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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是用来记录经济业务的，必须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由于经济业务所

引起的各项会计要素的变动，从数量上看不外是增加和减少两种情况，因此，账

户的结构也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部分，用以分别记录各会计要素的增加和减少

额。账户的基本结构通常划分为左、右两方，一方登记增加额，另一方登记减少

额。每方再根据实际需要分为若干栏，用于登记有关数据资料。账户的一般设计

格式应包括下列内容，如图 1 -16 所示。

增加、减少的金额和余额

圄 1-16 账户的内容

账户的基本格式如表 1 -10 所示。

经济业务发生的时间和内容

账户记录的来源和依据

表 1-10 账户的基本格式

年 凭证
摘要 借方 贷方 借或贷 余额

月 日 字 号

上列账户借方、贷方两方的金额栏，一个记录增加额，另一个记录减少额。

增减相抵后的差额，叫做账户余额。余额按其表现的时间不同分为期初余额和期

末余额。因此，通过账户记录的金额可产生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期增加额和

本期减少额四个金额要素。

本期增加额是指一定时期内账户所登记的增加金额的合计，也称为本期增加

发生额。本期减少额是指一定时期内账户所登记的减少金额的合计，也称为本期

减少发生额。本期发生额属于动态指标，它反映有关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情况。

在没有期初余额的情况下，本期增加额与本期减少额相减后的差额就是期末余

额。本期的期末余额转人下期就是下期的期初余额。余额属于静态指标，它反映

〈五二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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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的增减变动结果。上述账户四个金额要素的关系可用下

列公式表示: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

为了简化起见，账户的格式通常用 "T" 字账户表示，如表 1-11 所示。

贷方

"T" 字账户
账户名称

表 1-11
借方

账户的左右两方是按相反方向来记录增加额和减少额的，如果规定在左方记

录增加额，则在右方记录减少额;反之如果规定在右方记录增加额，则在左方记

录减少额。至于哪方记增加，哪方记减少则取决于该账户的性质。

(4) 账户运用举例。

[例1 -2] 从银行提取现全 300元。该项业务会计科目设直如表 1 - 12、

表 1-13所示。

银行存款表 1-13库存现金表 1-12

贷方借方贷方借方

300
-
n
u
n
υ

句

3

[例1 -3] 购买材朴 7 000元，料款尚未支付。该项业务会计科目设置如

表 1 -14 、表 1 -15 所示。

应付账款表 1-15原材料表 1-14

贷方借方贷方借方

7 000

【例1 -4] 某投资者投入设备 1 台，价值 300000 元。该项业务会计科目设

直如表 1 -16 、表 1 -17 所示。

飞h
守\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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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1-17 实收资本

借方 贷方

300 000

[例1 -5] 某企业销售一批产品价值 4000 元，货款尚未收到。该项业务会

计科目设直如表 1 -18 、表 1 -19 所示。

表 1-18 应收账款

借方 贷方

4叫

表 1-19 主营业务收入

借方 贷方

4 000

飞J
〈三乙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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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复式记贝挥自奋

借贷记账法是复式记账法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复式记账

法。

l.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

借贷记账法是以"借"、"贷"为记账符号。最早的"借"、"贷"具有一定

经济含义，分别表示债权、债务的增减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借贷记账法得到

广泛的运用。核算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债务关系，而是扩展到记录材料物资的增减

变化和计算经营损益，这种"借"、"贷"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变成了纯粹的记

账符号。

2. 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

我们知道，账户的基本结构分为左、右两方，在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基本

结构分为借、贷两方。一般规定，账户的左方为"借方"，账户的右方为"贷

方"，账户的一般格式同表 1-20。

采用借贷记账法时，账户的借贷两方必须做相反方向的记录。即对每一个账

户来说，如果规定借方用来登记增加额，则贷方就用来登记减少额，如果规定借

方用来登记减少额，则贷方就用来登记增加额。在一个会计期间，借方记录的合

计数称为借方发生额，贷方记录的合计数称为贷方发生额。借方发生额、贷方发

生额视账户的性质不同分别表示增加发生额和减少发生额。在每个会计期间的期

末，要将借贷发生额相比较，其差额加上期初余额所得的数额称为期末余额。如

果余额在借方表示借方余额，如果余额在贷方则表示贷方余额。下面就不同性质

的账户说明账户的结构。

(1)资产类账户的结构。

对于用来记录资产的账户，账户的借方登记资产的增加额，账户的贷方登记

飞卢⋯飞
飞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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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减少额，账户如有余额，一般为借方余额，表示期末资产余额，资产账户

的结构如表 1 -20 所示。

表 1-却

借方

期初余额:

(I)本期资产增加额

(2) 本期资产增加额

资产类账户

贷方

(1)本期资产减少额

(2) 本期资产减少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发生额:

资产类账户的期末余额可以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期末借方余额=期初借方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货方发生额

【例1 - 6] 某公司 3 月 1 日仓库结存原材料价值 152 000 元，本月购进

10 000元，生产领用 68000 元， 3 月未能结存多少原材料?

月末结存材料 (94000) =月初结存材料 (152 000) +本月购进材料

(10000) -本月生产领用 (68000)

用 "T" 字账户表示，如表 1 -21 所示。

表 1-21 原材料账户

借方 贷方

期初余额: 152a∞
本期购进 10000 本期领用: 68 000

本期发生额: 10000 本期发生额: 68 000

期未余额: 94000

(2) 负债类账户的结构。

〈五二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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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用来记录负债的账户，账户的贷方登记负债的增加额，账户的借方登记

负债的减少额，账户如有余额，一般为贷方余额，表示期未负债余额，负债账户

的结构如表 1 -22 所示。

负债类账户表 1-22

借方 贷方

期初余额:

(1)本期负债增加额(1) 本期负债减少额

(2) 本期负债增加额(2) 本期负债减少额

本期发生额:本期发生额:

+本月新购材料

期末余额:

负债类账户的期末余额可以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期末贷方余额=期初贷方余额+本期货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例1 -7] 某公司期初有尚未支付的朴款 100000 元，到了月末尚未支付的

料款是 86000 元，本月新购进材料 23000 元，其中以银行存款支付了 10 000 元，

本月支付了多少前欠料款?

本月支付的前欠朴款 (27 000) =期初欠款 (100 -(00)

(23000) -实际付款(10000) -月末欠款 (86000)

3. 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结构

对于用来记录所有者权益的账户，账户的贷方登记所有者权益的增加额，借

方登记所有者权益的减少额，账户如有余额，一般为贷方余额，表示期末所有者

权益余额，所有者权益账户的结构如表 1 -23 所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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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借方

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贷方

(1)本期所有者权益减少额

， (2) 本期所有者权益减少额

期初余额:

(1)卒期所有者仅益增加1额

(2) 本期所有者权益增加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所有者权益类账户期末余额的计算公式与负债类账户相同。

由于账户按会计要素可以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成本和损益五大

类。上面已经介绍了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结构，那么成本、损益类

的结构如何呢?

(1)戚本费用类账户的结构。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有各种耗费，有成本费用的发生 D 在成本费用抵销收入以

前，可以将其看做一种资产。因此，成本费用账户的结构与资产类账户的结构基

本相同，账户的借方记录成本费用的增加额，账户的贷方记录成本费用的转销

额。由于借方记录的成本费用一般都要通过贷方转出，所以账户通常没有期末余

额，如有余额，也表示借方余额。其结构如表 1 -24 所示。
表 1-24

借方

(1)本期成本费用增加额

(2) 本期成本费用增加额

成本费用类账户

贷方

本期成本费用转销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2) 收益类账户的结构 c

.，f
〈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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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取得的收人最终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化。收益的增加可视同所有者

权益的增加，因此决定了收益类账户的结构与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结构基本相同。

收益类账户的贷方登记收益的增加额，账户的借方登记收益的转销额。通常该账

户没有余额，其账户结构如表 1-25 所示。

收益类账户表 1-25

借方 贷方

(1)本期收益增加额本期收益转销额

(2) 本期收益增加额

本期发生额:

在借贷记账法下，借方登记资产、戚本费用的增加额，负债、所有者权益的

减少额和收益的转销额;贷方登记资产的减少额和成本费用的转销额，负债、所

有者权益和收益的增加额，用 "T" 字账户表示全部账户结构如表 1 -26 所示。

本期发生额:

账户名称表 1-26

借方 贷方

(1)资产减少额(1)资产增加额

(2) 成本费用转销额(2) 戚本费用增加额

(3) 负债增加额(3) 负债减少额

(4) 所有者权益增加额(4) 所有者权益减少额

(5) 收益增加额(5) 收益转销额

期末余额:负债、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资产(成本费用)

结存数.结存数:

4.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下面将采用借贷记账法核算业务，从而说明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我们在

采用借贷记账法核算经济业务时，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虑: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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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发生的经济业务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和账户并判断其性质。其

次，确定该项经济业务所涉及的账户是增加还是减少。最后，决定该账户的结

构，即应记录的方向是借方还是贷方，具体规则如图 1 -17 所示。

对于发生的每一笔经济业务都

要同时记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相关账户

借贷方合计必须相等

圈1-17 借贷记.mt法的记账规则

{例1 -8 】下面依据上述步骤，采用借贷记账法，通过对上一节中的 A公司

九种类型业务的核算，说明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1)A公司 2008 年 1月投资者继续投入货币资金 200000 元，手续已办妥，

款项已转入本公司的存款户头。

该项业务属于资产与所有者权益同增的经济事项，应设置资产类账户的"银

行存款"账户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实收资本"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

的账户结构，记人"银行存款"账户的借方及"实收资本"账户的贷方。用

"T" 字账户表示，如表 1 -27 、1 -28 所示。

表 1-27 银行存款

借方

表 1-28 实收资本

贷方 借方 贷方

(l)200川川叫O∞删叫0∞叫o (1) 2∞

(2) A公司向新乐公司购买所需原料，但由于资金周转紧张，料款 70000

元尚未支付。

该项业务属于资产与负债同增的经济事项，应设置资产类账户的"原材料"

账户和负债类账户的"应付账款"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记人

"原材料"账户的借方及"应付账款"账户的贷方。用 "T" 宇账户表示，如表

1 -29 、表 1 -30 所示。

PG乙飞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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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0 应付账款

借方

原材料表 1-29

借方 贷方(叫(叫
(3) A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银行于本月到期的银行借款 80000 元。

该项业务属于资产与负债同减的经济事项，应设置资产类账户的"银行存

款"账户和负债类账户的"短期借款"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

记入"银行存款"账户的贷方及"短期借款"账户的借方。用 "T" 字账户表

示，如表 1 -31 、表 1 -32 所示。

贷方

银行存款表 1-32短期借款表 1-31

贷方

(3) 80000 (川0000

(4)上级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将 1台 100000 元的设备调出，以抽回国家对

借方贷方借方

A 公司的投资。

该项业务属于资产与所有者权益同减的经济事项，应设置资产类账户的"固

定资产"账户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实收资本"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

的账户结梅，记人"固定资产"账户的贷方及"实收资本"的借方，用 "T" 宇

账户表示，如表 1 -33 、表 1 -34 所示。

固定资产表 1-34实收资本表 1-33

贷方借方

n
u∞∞

A
a
『

贷方借方

in
u
n
u
n
u
n
u
n
u
'
'
A

、
‘
，
，
，

4
�
(

(5) A公司开出转账支票 40000 元，购买 1台电子仪器。

该项业务属于资产内部有增有减的经济事项，应设置同属于资产类账户的

"银行存款"账户和"固定资产"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记人

大ζ五〉



第一章 A

会计基础理论、叫

"银行存款"账户的贷方及"固定资产"账户的借方。用 "T" 字账户表示，如

表 1 -35 、表 1 -36 所示。

表 1-35 固定资产 表 1-36 银行存款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

n
u
n
u
n
u
n
υ
A
A
『

)ζ，
J
U

J
t
飞

n
υ
A
U
A
U
A
U
A
斗、

，
/
，
、
J

(|
(6) A公司开出一张面值为 50000 元的商业汇票，以抵偿原欠 B公司的料

款。

该项业务属于负债内部有增有减的经济事项，应设置同负债类账户的"应付

票据"账户和"应付账款"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记人"应

付票据"账户的贷方及"应付账款"账户的借方。用 "T" 字账户表示，如表

1 -37 、表 1 -38 所示。

表 1-37 应付账款

借方

表 1-38 应付票据

贷方 借方 贷方

A
Uh
u
n
u
n
u
，
、
d

)r
o
(|

(7) A公司按法定程序将资本公积 60000 元转增资本金。

该项业务属于所有者权益内部有增有减的经济事项，应设置同属于所有者权

益类账户的"实收资本"账户和"资本公积"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账

户结构，记入"实收资本"账户的贷方及"资本公积"账户的借方。用 "T" 宇

账户表示，如表 1 -39 、表 1 -40 所示。

表 1-39 资本公积 表 1-40 实收资本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五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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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公司按法定程序将应支付给投资者的股利 20000 元转增资本金。
该项业务属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增减变化的经济事项，应设置负债类账

户的"应付股利"账户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实收资本"账户;同时根据借

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记入"应付股利"账户的借方及"实收资本"账户的贷

方。用 "T" 字账户表示，如表 1 -41 、表 1 -42 所示。

实收资本表 1-42应付股利表 1-41

贷方借方

n
u
n
u
h
u
n
u
匀
，
"

、
、
，
，
，

。
。
(|

贷方借方

-n
u

《
H
V
n
u
n
u
句
，
h)。

。

，
，
t
飞
、

(9) A 公司已承诺代甲公司偿还甲公司之前欠乙公司的货款 90 000元，但
款项尚未支付。与此同时，办妥相关于续，冲减甲公司在乙公司的技资。

该项业务属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增减变化的经济事项，应设置负债类账

户的"应付账款"账户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实收资本"账户;同时根据借

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记人"应付账款"账户的贷方及"实收资本"账户的借

方。用 "T" 字账户表示，如表 1 -43 、表 1 -44 所示。

应付账款表 1-44实收资本表 1-43

贷方

(叫|⋯∞
上述事项己可以说明，对于涉及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变化经济业务类型

的处理，只要是有借方，就相对应的有贷方，而且借贷的金额是相等的。下面再

分析影响动态要素变化的经济业务的情况。

[例1-9] 某公司用现全 500元购买办公用品。
该项业务属于资产减少、费用增加的经济事项，应设置资产类账户的"库存

现金"账户和成本费用类账户的"管理费用"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账

户结构，记入"库存现金"账户的贷方及"管理费用"账户的借方。用 "T" 字

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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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表示，如表 1 -45 、表 1 -46 所示。

表 1-45 管理费用 表 1-46 库存现金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叫(⋯
[例1 -10] 某公司出售价值 20000 元的商品，货款尚未收到。

该项业务属于资产与收入同增的经济事项，应设置资产类账户的"应收账

款"账户和收益类账户的"主营业务收入"账户;同时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账户

结构，记人"应收账款"账户的借方及"主营业务收入"账户的贷方。用 "T"

宇账户表示，如表 1 -47 、表 1 -48 所示。

表 1-47 应收账款 表 1-48 主营业务收入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11)叫(⋯。
以上举例，已经概括了企业的所有业务类型，而无论哪种类型的经济业务，

都是以相等的金额同时记人有关账户的借方和另一账户的贷方。这样就可以归纳

出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为"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5. 借贷记账法的会计分录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在运用借贷记账法进行核算时，在有关账户之间存在

着应借、应贷的相互关系，账户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称为账户的对应关系。存在

对应关系的账户称为对应账户。

在借贷记账法下，会计分录是指标明某项经济业务应借、应贷方向，科目名

称和金额的记录。如果某项经济业务只涉及一个账户的借方与一个账户的贷方，

这种会计分录称为简单会计分录;如果某项经济业务涉及到一个账户的借方与多

个账户的贷方相对应或多个账户的借方与一个账户的贷方相对应，这种会计分录

称为复合会计分录。在实际工作中，不允许将多项经济业务合并编为复合会计分

录，但若是一项经济业务时可编制复合会计分录。

一⋯_vi
立 43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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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的例子核算事项用会计分录表示见表 1 -49。

单位:元

序号 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200000
(1)

贷:实收资本 200000

(2) 借:原材料 700∞
贷:应付账款 70000

借:短期借款 80000
(3)

贷:银行存款 80000

借:实收资本 1000∞(4)
贷:固定资产 100ωo

借:固定资产 40000
(5)

贷:银行存款 40000

(6) {苦:应付账款 500∞
贷:应付票据 50∞o

借:资本公积 60000
(7)

贷:实收资本 60000

(8) 借�应付股利 20000
贷:实收资本 20000

借:实收资本 90000
(9)

贷:应付账款 90000

借:管理费用 500(10)
贷:库存现金 500

借:应收账款 20000
(11)

贷:主营业务收人 20000

会计分录表 1-49

上述会计分录均为简单会计分录，下面举例说明复合会计分录的编制。

【例1 -11] 某公司购买原材料一批，价值 98000 元，其中以银行存款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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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000 元，其余款项尚未支付。

该项业务涉及到资产类账户的"原材料"账户、"银行存款"账户以及负债

类账户的"应付账款"账户，编制复合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 98 000

贷:银行存款 48000

应付账款 50 000

6. 借贷记账法的试算平衡

各单位的经济业务纷繁复杂，再加上有些人为的因素，在账户的日常记

录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为了检查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经济业务在账户中的

记录是否正确，在会计期末应对账户进行试算平衡。所谓试算平衡是指根据

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通过汇

总、检查和验算来确定所有账户记录是否正确的过程，它包括发生额试算平

衡和余额试算平衡。

(1)发生额试算平衡。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根据这一记账规则，

对于企业发生的每一经济事项都要以相等的金额，分别记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账

户的借方和贷方，借贷双方的金额必然相等。因此，当一定时期的经济事项全部

记人相关的账户以后，所有账户的借方发生额合计与贷方发生额合计也必然相

等。
发生额试算平衡是根据本期所有账户借方发生额与贷方发生额合计恒等关

系，来检验本期发生额记录是否正确的方法。用公式表示如下:

全部账户本期借方发生额合计=全部账户本期贷方发生额合计

在实际工作中，本项工作是通过编制发生额试算平衡表进行的。以表 1 -50

中(1)-(9) 项业务为例，如表 1 -50 所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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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0 发生额试算平均表 单元:元

本期发生额
账户名称

情方 贷方

银行存款 (1)200000
(3) 80000

(5) 40∞o

原材料 (2) 70000

固定资产 (5) 40000 (4) 100000

短期借款 (3) 80000

应付票据 (6) 50000

应付账款 (6) 50000
(2) 70000

(9) 90000

应付股利 (8) 却 000

(4) 1∞ o∞ (l)2000∞
实收资本 (7)60000

(9) 90000 (8) 20∞o
资本公积 (7) 60000

AE1h 710∞o 710 000

(2) 余额试算平衡。

账户的余额试算平衡是根据所有账户借方余额合计与贷方余额合计的恒等关

系，来检验本期记录是否正确的方法。这是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恒

等关系决定的。而根据余额的时间不同，可分为期初余额平衡和期末余额平衡两

类。

期末余额平衡是指期末所有账户借方余额合计与贷方余额合计相等。用公式

表示如下:

全部账户的期末借方余额合计=全部账户的期末贷方余额合计

在实际工作中，余额试算平衡是通过编制余额试算平衡表进行的。仍以表

1 -50 中(1)-(9) 项业务为例，如表 1 -51 所示。

U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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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账户名称

借方 贷为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库存现金 1000 1000

银行存款 (2) 2∞000
(3) 80∞o

49000 129000
(5)40000

应收账款 80000 80000

原材料 2200∞ (2) 70∞o 290000

固定资产 230000 (5) 400∞ (4) 1∞000 170000

短期借款 150000 (3) 80∞o 70ωo

应付票据 (6) 50∞o 50000

应付账款 (6) 50∞o
(2) 70000

100000 210000
(9) 90000

应付职工薪酬 30000 30000

应付股利 40000 20000 20000

(4) 100∞o
(1)200000

实收资本 180000 (7) 60000 270000
(9) 90000

(8) 20∞o

资本公积 80000 (7) 60∞o 20000

l口L 计 580000 580000 710000 710 000 67000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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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也可将发生额及余额试算平衡表合并编表，如表 1 -52 。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借方余额 贷为余额

库存现金 1000

银行存款 129 000

应收账款 80 000

原材料 290 000

固定资产 170 000

短期借款 70 000

应付票据 50 000

应付账款 210 000

应付职工薪酬 30 000

应付股利 20 000

实收资本 270 000

资本公积 20 000

i口L it 670000 670000

总分类账户余额试算平衡表表 1-52

应该看到，试算平衡表只是通过借贷金额是否平衡来检查账户记录是否正

确，而有些错误对于借贷双方的平衡并不发生影响。因此，在编制试算平衡表时

对以下问题应引起注意，如图 1 -18 所示。

飞Lζ及〉



第一幸 .-....
会计基础理论 、~j

保证所有账户的余额均已记入试算表

如果借贷试算不平衡，肯定账户记录有错误，应

认真查找，直到实现平衡为止

借贷试算平衡，并不

能说明账户记录绝

对正确

某项经济业务，将使本期

借贷双方的发生额减少，

借贷仍然平衡

重记某项经济业务，将使

本期借贷双方的发生额

发生等额虚增，借贷仍然

平衡

某项经济业务记错有关

账户，借贷仍然平衡

某项经济业务颠倒了记

账方向，借贷仍然平衡

借方或贷方发生额中，偶

然一多一少并相互抵销，

借贷仍然平衡

圄 1-18 编制试算平衡表的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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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 会计免证的概念

会计凭证，简称凭证，是记录经济活动、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会计凭

证是登记账簿、进行会计监督的重要依据。正确填制和认真审核会计凭证是财务

管理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

任何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在从事任何一项经济活动时，都必须办理会计凭

证，也就是由有关人员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填制和取得会计凭证，对整个经济活

动过程作出书面记录。有关部门和人员要在会计凭证上盖章签字，表示对会计凭

证的真实性、正确性与合法性负责。会计人员必须对已取得的会计凭证进行严格

的审核，只有准确无误的会计凭证才能作为登记各种账簿的凭据。

出纳人员在核算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时，须按照业务的发生情况取得有关凭

证，依据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在记账凭证的基础上登记账撑，编制出纳报

告。作为登记账簿依据的会计凭证有哪些?这些凭证的取得和填制有什么要求?

下面将对此一一阐明。

会计凭证是在会计工作中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是用来

登记账簿的依据。

会计主体办理任何一项经济业务，都必须办理凭证手续。由执行或完成该项

经济业务的有关人员填制或取得会计凭证，详细说明该项经济业务的内容，并在

会计凭证上签名或盖章，明确经济责任。填制或取得会计凭证后，要由有关人员

进行审核，经审核元误，并由审核人员签章后，才可作为记账的依据。填制和审

核凭证，是会计核算的专门方法之一。

会计凭证的填制和审核，对于如实反映经济业务的内容，有效监督经济业务

/一-"--_5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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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合法性，保证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发挥会计在经济管理

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经济管理中具有重要

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如表 2 -1 所示:

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的作用

会计人员 nJ以根据会计凭证，对日常大量、分散的各种
提供经济信息和会计信息 经济业务，进行整理、分类、汇总，并经过会计处理，

为经济管理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

通过会计凭证的审核，可以检查经济业务的发生是否符

合有关的法令、制度，是否符合业务经营、财务收支的

填制
监督、控制经济活动 方针和计划、预算的规定，以确保经济业务的合理、合

法和有效性。监督经济业务的发生、发展，控制经济业

核会计凭和审

务的有效实施，是发挥会计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k

证 会计凭证是记账的依据，通过会计凭证的填制、复核，

用作的 提供记账依据
按一定方法对会计凭证进行整理、分类、汇总，为会计

记账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并通过会计凭证的及时传

递，对经济业务适时地进行记录

经济业务发生后，要取得或填制适当的会计凭证，证明

经济业务已经发生或完成;同时要由有关的经办人员在

加强经济责任制 凭证上签字、盖章，明确业务责任人。通过会计凭证的

填制和审核，使有关责任人在其职权范围内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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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凭证、 J

第二节 会计免证的作用~分类

1.会计凭证的作用

正确地填制和严格地审核会计凭证具有重要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

面，如图 2 -1 所示。

记录经济业务，

提供记账依据

明确经济责任，

强化内部控制

监督经济活动，

控制经济运行

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制度的规定

符合计划、预算进度

杜绝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的行为

固2-1 会计凭证的作用

按照用途和填制程序分类，会计凭证可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如图

2 -2所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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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业务发生时，由业务经办人员

直接取得或者填制，用以记载经济业

务的具体内容，表明某项经济业务已

经发生和完成，明确有关经济责任，

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书面证明

填制记账凭证或登记账簿的原

始依据，是重要的会计核算资料

主要起证明属于会计事项的经

济业务实际发生和完成情况的

作用会计凭证的分类

由会计人员根据审核后的原始

凭证加以归类整理而编制的，是

用来确定会计分录，作为登记账

簿亩接依据的会计凭证

为有关原始凭证所记载的某项

经济业务确定会计分录，即确定

记载该项经济业务的账户、方向

和金额

会计凭证的种类

不能作为原始凭证的有:材料或商品请购单、经济合同、派工单等，这些单

据只能作为原始凭证的附件。原始凭证是记账凭证的重要附件和依据，由于两种

凭证之间存在着依存和制约的关系，填制记账凭证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差错的发

生，保证账簿记录的正确性。

图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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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会计免证的管理

1.会计凭证装订前的整理

会计凭证装订前的整理，是指对会计凭证进行排序、粘贴和折叠。因为原始

凭证的纸张面积与记账凭证的纸张面积不可能全部→样，有时前者大于后者，有

时前者小于后者，这就需要会计人员在制作会计凭证时对原始凭证加以适当整

理，以便下一步装订成册。

对于纸张面积大于记账凭证的原始凭证，可按记账凭证的面积尺寸，先自右

向后，再自下向后两次折叠。注意应把凭证的左上角或左侧面让出来，以便装订

后，还可以展开查阅。

对于纸张面积过小的原始凭证，一般不能直接装订，可先按一定顺序和类别

排列，再贴在一张同记账凭证大小相同的白纸上，粘贴时宜用胶水。小票应分张

排列，同类、同金额的单据尽量贴在一起;同时，在一旁注明张数和合计金额。

如果是板状票证，可以将票面票底轻轻撕开，厚纸板弃之不用。

对于纸张面积略小于记账凭证的原始凭证，可先用回形针或大头针别在记账

凭证后面，待装订时再抽去回形针或大头针。

有的原始凭证不仅面积太，而且数量多，可以单独装订，如工资单、领料单

等，但在记账凭证上应注明保管地，点。

原始凭证附在记账凭证后的顺序应与记账凭证卫厅记载的内容顺序一致，不应按原

始凭证面积大小来排序。会计凭证经过上述的加工整理之后，就可以装订了。

2. 会计凭证的装订

会计凭证的装订，是指把定期完毕的会计凭证按照编号顺序，外加封面、封

底，装订成册，并在装订线上加贴封签。在封面上，应写明单位名称、年度、月

份、记账凭证的种类、起吃日期、起吃号数以及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张数，并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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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签处加盖会计主管的骑缝图章。如果采用单式记账凭证整理装订时，必须保持

会计分录的完整，应按凭证号码顺序还原装订成册，不得按科目归类装订。对各

种重要的原始单据，以及各种需要随时查阅和退回的单据，应另编目录，单独登

记保管，并在有关的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上相互注明日期和编号。

会计凭证装订的要求是既美观大方又便于翻阅，所以在装订时要先设计好装

订册数及每册的厚度。一般来说，一本凭证，厚度以1. 5 厘米至 2.0 厘米为宜，

太厚了不便于翻阅核查，太薄时可用纸折一些三角形纸条，均匀地垫在此处，以

保证它的厚度与凭证中间的厚度一致。

有些会叶在装订会计凭证时采用角订法。装订起来简单易行，这也很不错。

它的具体操作步骤如图 2 -3 所示。

步骤一:

l
步骤二:

l
步骤三:

l
步骤四: I (4) 凭证的背面打结。线绳最好把凭证两端也系上4五~阳时时归中角向水
步骤六: I (6) 折叠，并将侧面和背面的线绳扣粘死

l
步骤七:

(1)封面和封底裁开，分别附在凭证前面和后面，再拿一张质地
相同的纸(可以再找一张凭证封皮，裁下一半用，另一半为订下一
本凭证备用)放在封面上角，做护角钱

(2 )凭证的左上角画一边长为 5厘米的等腰三角形，用夹子夹住，
用装订机在底线上分布均匀地打两个眼儿

(3)大针引线绳穿过两个眼儿。如果没有针，可以将回形别针顺
直，然后将两端折向同一个方向，将线绳从中穿过并夹紧，即百
把钱引过来，因为一般装订机打出的眼是可以穿过的

(7)晾干后，在凭证本的封面写上"某年某月第几册共几册"的
字样。装订人在装订线封签处签名或盖章。现金凭证、银行凭证或
转账凭证最好依即!因序编号，一个月从头编一次序号，如果单位的
凭证少，可以全年顺序编号

图 2 -3 角订法装订会计凭证步骤

3. 会计凭证的保管

会计凭证装订成册后，应由专人负责保管。年终，应移交财会档案保管 1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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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满后，应由财会部门编制清册移交单位的档案部门保管。

对已归档凭证的查阅、调用或复制，均应得到批准和履行一定手续。原始凭证不

得夕咐，其他单位如因特殊原因需要使用原始凭证时，经本单位刽十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批准，方可复制。向外单位提供的原始凭证复印件，应当在专设的登记簿

上登记，并由提供人员和收取人员共同签名或者盖章。会计凭证的保管期限和销毁手

续，必须严格按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般会计凭证至少保存 10年，重要的

凭证须长期保存，会计凭证保存期满需销毁时，必须开列清单，按照规定的手续报经

批准后方可销毁。任何单位都不能随意自行销毁会计凭证。

f〈玉立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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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叼节

1.原始凭证的分类

按来源分类，原始凭证可分为外来原始凭证、自制原始凭证。

(1)外来原始凭证。

外来原始凭证是由业务经办人员在业务发生或者完成时从外单位取得的凭证，如

采购商品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据、车票等。有关发票格式如表 2 -2 所示。
x x省增值税专用发票

购货|名称 纳税人登记号

单位|地址电话 开户银行及账号

货物或应

量 量数 望在价
金额(元) 税率 税额(元)

税劳务名称 阳十丙厅恒十元问问 (% ) 阳十万同阳十元阳问

合计

价税合计
仔侣拾万忏侣拾元角分￥一一

(大写)

销货|名称 纳税人登记号

单位|地址电话 开户银行及账号

表 2-2

(2) 自制原始凭证。

自制原始凭证是指由本单位内部经办经济业务的部门或人员在办理经济业务

时自行填制的凭证。如商品、材料验收入库时，由仓库保管人员填制的人库单;

商品销售时，由业务部门开出的提货单等。其一般格式如表 2 -3 至表 2 -12 所
飞、
飞三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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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供货单位:东方化工厂

库别.

入库单

2008年 5 月 10 日
收货单位:

库别:

类 种
单位 数量 合额(元)

包装

别 类
品种 规梢 等级 品名 单价

置tlif
件数

主要 2000W
原料 电机 CA6 二级 L口A 500 2600 113 010。。01100 5

原料 电机

合计 ￥ 1 310 01100 5

验收单位 复核. 记账员 制单�

表 2 -4

供货单位:东方化工厂

收货地址:

提货单

2008年 5 月 26 日
运输方式:

编号: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规格 单作|数吊 单价 金额(元) 备目;

ASP-A8 电机箱 CLA6 套 400 210 00 84000 00

/
/
/
/

/
/

合计 ￥ 84000 00

销售部门负责人: 发货人: 提货人: 制票:

c::Ji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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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化工厂原始报销凭证

年月日

表 2 -5

υ
仲
且
严

咛
H
￥
J摘要:

分

支票现金付款方式

大写:报销金额

备注

审核:经手人:

书

日

款

月

缴

年

负责人:报销单位:

表 2-6

号

缴款单位
|款别 l(或缴款人)

摘要 |
款项所属日期 年 月 |金额|￥

人民币(大写)

备注 | i 缴款人[

字第

记账

(收款单位会计事项)

顺序号

明细科目

账页

(收记章)

收款人

复核:审计:(收款单位核收章)科长: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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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出差人姓名 职务

x x 单位差旅费报销单
级别 事由. 出差起止日期 共计夭

于船飞机票 未购 出差补助费 宿 交 卫: l计口L

起止日期
类种

起止 金 卧铺 天 标准 金额
通

金额
地点 额 补助 数 费 费 他

自月日时至月日时

自月日时至月日时

自月日时至月日时

自月日时至月日时

合计:人民币(大写)

说明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 领款人: 年月日报销

表 2-8 销售产晶成本计算表

口口口 种 数 量 计量单彷 单位成本 总成本

i口L

表 2 -9 发出材料汇总表

注:TI 甲种材料 乙种材料 .. ... A口h

I口L 计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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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领料单表 2 -10

领料部门:

途:

第号:

发料仓库:日

材料 实 发
材料

名称
计最 计划 单位消 领用

单价(兀) 金额(元)
编号 单位 投产量 花定额 限额 数最

规格 万千 百十 元角 分百十 万干 百十 元角 分

领 用 退 料
日期

数扉 7 领料人 l 发料人 数量 1退料人|收料人 限额结余数最

月年用

库:仓供销部门:生产计划部门:

凭证编号: 1854

收料仓库:二号库

单料收表 2 -11

供货单位:东方化工厂

发票编号: 1465 2008年 5 月 4 日

材料 材料 材料名称 计量 数 量 金 额(元)

类别 编号 及规格 单位 应收 实收 单价 实价 运杂费 合计

型钢 0302016 #40炭结 公斤 5000 5000 o 60 3000 150 3 150

圆钢

豆~30mlm

备注:

收料人�

之"ζ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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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2

领料单位�二车间

用 途:制造 x x产品

领料单

2008 年 5 月 6 日

凭证编号: 0142

发料仓库:二号库

材料 材料 材料名称 计量 数 星 舍 额(元)

类别 编号 及规格 单位 w 收 实收 单 价 i口L

型钢 0302016 #40 炭结 公斤 500 500 o 63 315

圆钢

白30mlm
备注:

仓库保管员� 发料人: 领料主管: 收料人:

除上列原始凭证外，企业实际工作中还有许多其他原始凭证，由于篇幅关

系，在此不一一列举。

企业自制原始凭证可按内容分为以下几类，如图 2 一 4 所示。

按填制手续和方法分类
汇总原始凭证

累计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的分类

按其用途分类

按格式和使用范围分类

图 2 -4 原始凭证的分类

①一次性凭证。在自制的原始凭证中，大部分凭证的填制于续是一次完成

的，已填制的凭证不能再重复使用，这类自制原始凭证称为一次性凭证。

②累计凭证。在一些特定单位，为了连续反映某一时期内不断重复发生而

分次进行的特定业务，需要在一张凭证中连续累计填列该项特定业务的具体情

况，这种凭证称为累计凭证，如限额领料单。限额领料单中注明了某种材料在规

定期限内的领用额度，用料单位每次领料及退料，都要由经办人员在限额领料单

〈卒〉j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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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逐笔记录、签章，并结出限额结余，使用这种凭证，既可以做到对领用材料的

事前控制，又可减少凭证填制手续。但因这种凭证要反复使用，必须严格凭证的

保管制度和材料收发手续。限额领料单的一般格式见表 2 -10 。

③汇总原始凭证。实际工作中，为集中反映某项经济业务的总括情况，并

简化记账凭证的填制工作，往往将一定时期内若干记录同类性质经济业务的原始

凭证汇总编制成一张原始凭证，这种凭证称为汇总原始凭证。如收货汇总表、商

品销货汇总表、发出材料汇总表等。汇总原始凭证所汇总的内容，只能是同类经

济业务，即将反映同类经济业务的各原始凭证汇总编成一张汇总原始凭证，不能

汇总两类或两类以上的经济业务。

2. 原始凭证的基本要素

原始凭证种类繁多，来掠广泛，形式各异，作为记账依据的原始凭证必须具

备以下基本要素，如图 2 -5 所示。
凭证的名称

填制凭证的日期

填制凭证单位的名称或者填制人的姓名

经办人员的签名或盖章

接受凭证单位的名称

经济业务事项的内容

原始凭证的基本要素

经济业务事项的数量、单价、金额

圄 2-5 原始凭证的基本要素

此外，原始凭证一般还需要载明凭证的编号。原始凭证带有附件的，还应载

明其附件。

3. 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取得

根据《会计法》规定，填制和取得原始凭证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如图 2 -6 、
图 2 -7 所示。

飞L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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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凭证 E\~J

必须盖有填制单位的公章

必须盖有填制单位的公章

必须加盖本单位的公章

必须有验收证明，保证账实相符

必须注明各联的用途，并且只能以一联用作报
销凭证;一式多联的发票和收据，除本身具备
复写功能的外，必须用双面复写纸套写，并连
续编号，作废时应加盖"作废"戳记，连同存根
一起保存

必须填制退货发票，附有退货验收证明和对方

单位的收款收据，不得以退货发票代替收据

必须附在记账凭证之后，在收回借款时，应当

另开收据或者退还借款收据的副本，不得退还

原借款收据

应当将批准文件作为原始凭证附件

原始凭证不得外借，其他单位确需借用原始凭证
时，经本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批准，可以复制。向外单位提供的原始凭证复印
件，应当在专设的登记簿上登记，由提供人员和
收取人员共同签名或者盖章

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如有遗失，应当取得原
开出单位盖有公章的证明，注明原来凭证的号
码、金额和内容等，并由经办人员签名后，报经办
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和单位负
责人批准后，才能代作原始凭证。如果确实无法
取得证明的，如火车票、轮船票、飞机票等凭证，
由当事人写出详细情况，由经办单位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和单位负责人批准后，代
作原始凭证

图 2 -6 原始凭证的取得要求

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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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凭证上填制的日期、业务内容、数量、金额必

须与实际情况相符

填写的项目要逐项填写，不可缺漏;年、月、日要

按照填制原始凭证的实际日期填写;名称要写

全，不能简化;品名或用途要写明确;有关人员的

签章必须齐全

自制的原始凭证，必须有经办单位负责人的签名

或盖章

有关人员必须在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时填制原

始凭证，并按照规定程序传递、审核，以便据以编

制记账凭证

原始凭证要用蓝色或黑色笔书写。支票使用碳素

笔。大写金额有分的，后面不加"整"字，大写金

额前还应加注币值单位。对于重要的原始凭证，

一律不得涂改。对于预先印有编号的各种凭证，

在填写错误后，要加盖"作废"戳记，并单独保

管。阿拉伯数字金额前面应写人民币符号"￥"。

汉字大写金额数字，一律正楷字或行书字书写，

如查、武、奎、肆、伍、陆、泉、副、矶、拾、恒、忏、万、

亿、元、角、分、零、整等易于辨认、不易涂改的字

样

各种原始凭证要连续编号，作废时不可随意撕毁

原始凭证的填制要求圄 2 -7

4. 原始凭证的审核

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是确保会计资料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会计机

构、会计人员的重要职责。只有经过审核无误的凭证，才能作为记账的依据。为

了正确反映并监督各项业务，根据《会计法》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审

核原始凭证，这是法定职责。原始凭证的审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如

图 2 -8 所示。

飞、
飞之五〉



第二幸 ~

原始凭证是否完整、内容是否符合规定

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

固 2 -8 原始凭证的审核要求

《会计法》的上述规定既明确了会计机构、会计人员的职责和要求，也明确了

单位负责人、填制和取得原始凭证的经办人员的职责和要求。上述相关人员应依法

履行职责，保证原始凭证符合《会计法》的要求。

是否在成本开支范围

是否以合同为依据

是否贯彻专款专用原则

5. 原始凭证的更正

为了规范原始凭证的内容，明确相关人员的经济责任，防止利用原始凭证进

行舞弊， ~会计法》规定，如图 2 -9 所示。

川所向内⋯⋯⋯凭证
不能作为填制记账凭证或登记会计账簿的依据「一

原

!ll[ 记载的内容有错误的，应当由开具单位重开或更正。更正工作必须

~-=I I I 由原始凭证开具单位负责。原始凭证金额出现错误，不得更正，只能
;二 |由原始凭证开具单位重开。因为如果允许随意更改原始凭证上的金

副川额，容易产生舞弊，不利于保证原始凭证的质量

正-

←一川开具单位应当依法开具准确无误的原始凭证，对于填制有误的原始

|凭证，负有更正和重新开具的法律义务，不得拒绝

图 2-9 原始凭证的更正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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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1.记账凭证的含义及其分类

记账凭证是接经济业务性质加以分类、确定会计分录、作为登记账簿依据的

一种凭证。会计人员必须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填制记账凭

证， ~己账凭证是登记账簿的依据。账簿需要按照一定的会计科目和记账规则进行

登记，而原始凭证中并未写明会计科目和记账方向。为了做好记账工作，会计人

员必须将各种原始凭证按其所反映的经济内容进行归类和整理，然后据此编制记

账凭证。在记账凭证中，列明了会计科目，指明了记账方向，确定了会计分录，

这样就可以依据记账凭证登记账簿了。

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同属于会计凭证，但二者存在着以下差别，如表 2 -13

所示。

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的区别

区别 记账凭证 原始凭证

填制人员 一律由会计人员填制 由经办人员填制

填制依据 根据审核后的原始凭证填制 根据发生或完成的经济业务填制

作用
依据会计科目对已经发生或完 仅用以记录、证明经济业务已经发生或

成的经济业务进行归类、整理 完成

关系 是登记账棒的依据 是填制记账凭证的依据
~同-

表 2 -13

记账凭证按其用途分为专用记账凭证及通用记账凭证。

通用记账凭证的一般格式如表 2 -14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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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凭证表 2 -14

附
单
据
x
张

凭证编号:

总账 明细 记 借方金额
记账〉

贷方金额

科目 科目 账〉千百十万千百十元角分 千百十万千百十元角分

材料 A 116 。。010 010
采购 材料

从购入东方A材化料工厂
银行

116 010 010 010
存款

/"
ν/

/"
/"

/"
/'

/"

ν/ 卢/
/"
v

/"
~

/"

v /"
/"v

合计 ￥ 116 010 010 010 ￥ 1 610 010 010 。

2008年 4月 30 日

制j单:

(签章)

审核:

(签章)

出纳:

(签章)

记账:

(签章)

会计主管�

(签章)

这种格式具有通用性，可以记录各种经济业务。实际工作中，货币资金的管

理是财会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单独反映货币资金收付情况，货币资金收付

业务量较多的单位，往往对货币资金的收付业务编制专用的记账凭证。

(1)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

专用记账凭证按其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内容，可以分为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

转账凭证。

①收款凭证。收款凭证是用以反映货币资金收入业务的记账凭证，根据货

币资金收入业务的原始凭证填制而成。实际工作中，出纳人员应根据会计管理人

员或指定人员审核批准的收款凭证，作为记录货币资金的收人依据。出纳人员根

据收款凭证收款(尤其是收入现金)时，要在凭证上加盖"收吃"戳记，以避

免差错。收款凭证一般按现金和银行存款分别编制。其格式如表 2 -15 和表
2 -16 所示。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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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凭证

2008 年 5 月 5 日

表 2 -15
借方科曰:鲤歪歪盐

附
件
1
张

银收字第 2 号

贷方科目
搞 要 记账 J 金额

一级科目 二级或明细科吕

收到前
应收账款 浦东食品厂 50000

欠货款

/
1/

i口L 计 ￥50000，

制单:

出纳编号一一

凭证编号一一一

复核:出纳:

n
口

，
句
，
"

证
月

任

A
5

款
年

收
侃

n
u
q
L

记账:

表 2 -16
借方科目:银行存款

会计主管:

附
件
1
张

贷方科目 金额 记
摘要

千罔十万千百十元角分 〉账
总账科目 明细科目

收回林洁公司前欠货款 应收账款 林洁公司 1 I 6 010 010 010

νV

ν
νv

./
~

结算方式及票号
支

0987657 合计金额 ￥ 1 610 010 010 。
票

出纳:

(签章)

制单:

(签章)

复核:

(签章)

记账:

(签章)

会计主管:

(签章)

②付款凭证。付款凭证是用以反映货币资金支出业务的记账凭证，根据货

币资金支出业务的原始凭证填制而成。实际工作中，出纳人员应根据会计主管人

员或指定人员审核批准的付款凭证，作为记录货币资金支出并付出货币资金的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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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出纳人员根据付款凭证付款日才，要在凭证上加盖"付吃"戳记，以免重付。

付款凭证一般也按现金和银行存款分别编制。其格式如表 2 -17 和表 2 一 18

所示。

付款凭证

2008 年 5 月 10 日
表 2 -17

贷方科目:庄查理金

附
件
2
张

现付字第 5 号

借方科目 日
摘要 NK 金额

一级科门 二级或明纠 il科臼 J

王军暂借差旅费 其他应收款 王军 1000

/
II

l口比 计 ￥ 1 0∞
制单:复核:出纳:记账.会计主管:

附
单
据
1
张

出纳编号一一
凭证编号

借方科目 金 额 记
搞 要 账

总账科目 明细科目 千 百 i 万 千 百 十 7L角 分 J

以支票偿还前欠
应付账款 宏达公司 1 4 。O O O 。O

宏达公司货款

ν/ L----"'卡/

1L----"'
L----"'

L----"'
L----"'

---
结算方式 转账 3864850 号 合计金额 ￥ 1 14 O O 。O O 。
及票号 支票

付款凭证

2008 年 5 月 24 日

表 2 -18

贷方科目:银行存款

出纳.

(签章)

制单:

(签章)

稽核:

(签章)

elL-

记账:

(签章)

会计主管: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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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转账凭证。转账凭证是用以反映与货币资金收付无关的转账业务的凭证，

根据有关转账业务的原始凭证或记账凭证填制而成。其格式与通用记账凭证的格

式相同，如表 2 一 19所示。

转账凭证

2008 年 5 月 13 日

表 2 -19

附
单
据

张

凭证编号一一一

记 借方金额 i己 贷方金额
摘要 科总账口 明细 胀 同于 !m~科目 J情白| 田丁l$fJ~~.;怦 白-j -I万 了白 !忻同协

销公冲收售睡司账产大的盐华面品

账预款收 公大华司 211 810 010 010

营收业入 主营业 211 810 010 。。务收入

I--I--
ι卢

u-←-一ι卢u-←卢」卢
←-一←←-←-

合计
￥ :J1[8]0 1010]010 I ￥ 2 118 。。01010

制单:

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分别用以记录货币资金收入事项、货币资金

支出事项和转账业务(与货币资金收支元关的业务) ，为便于识别，各种记账凭

证一般印制成不同颜色。

会计实务中，某些经济业务既是货币资金收人业务，又是货币资金支出业

务，如现金和银行存款之间的划转业务。为了避免记账重复，对于这类业务一般

只编制付款凭证，如从银行存款提取现金时，只编制银行存款付款凭证。

(2) 复式记账凭证和单式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按其填制方式不同，可分为复式记账凭证和单式记账凭证。

①复式记账凭证。复式记账凭证是把一项经济业务完整地填列在一张记账

凭证上，即该项经济业务所涉及到的所有会计科目在一张记账凭证中集中反映。

前述各种记账凭证都是复式记账凭证。

复式记账凭证可在一张记账凭证上反映一笔完整的经济业务，便于反映经济业务

、4 一⋯-ι
吨飞~丑干〉

审核:出纳�记账:会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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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凭证iE '"、J
的全貌及会计科目间的对应关系，可减少记账凭证的数量。但采用复式记账凭证，不

便于同时汇总计算每含情斗目的发生额，也不利于刽，十人员分工记账。

②单式记账凭证。即按照一项经济业务所涉及的每个会计科目单独编制记

账凭证，每张记账凭证中只登记一个会计科目。单式记账凭证将一项经济业务所

涉及的会计科目及其对应关系，通过借项记账凭证、贷项记账凭证予以分别反

映。所以单式记账凭证又称单项记账凭证。采用单式记账凭证，便于同时汇总计

算每一会计科目的发生额，也便于分工记账，但不便于反映经济业务的全貌及会

计科目的对应关系，一般适用于业务量较大，会计部门内部分工较细的会计主

体。单式凭证的格式如表 2 -20 和表 2 -21 所示。

表 2 -20 借项记账凭证

2008年 5月 31 日 凭证编号记字 015÷ 号

摘 要 一级科目 明细l科 H 账页 金额(元)

从大华厂购入材料 材料采购 A 材料 160000

对应一级科目:银行存款 l口h 160000

会计主管: 记账: 复核: 出纳: 制单:

表 2 -21 贷项记账凭证

2008年 5月 31 日 凭证编号记字 015专号

摘 要 一级科目 明细科目 账页 金额(且)

从大华厂购入材料 银行存款 160000

对应一级科目:材料采购 <:斗h 计 160000

会计主管� 记账: 复核: 出纳: 制单:

会计实务中，为了简化登记总分类账的手续，可以把反映同类经济业务或多

类经济业务的记账凭证汇总编制成汇总记账凭证或科目汇总表等。如表 2 -22 至

JG乙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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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5 所示。根据记账凭证所编制的汇总记账凭证、科目汇总表等，也属于记
账凭证的范畴 o

汇总收款凭证

2008年 5 月份

表 2-22

借方科目:银行存款 汇收第 1号

金 额(元) 总账页数
贷方科目

(l) (2) (3) 合 i-j 借方 贷方

应收账款 400∞ 130000 170000

短期借款 20 000 20000

主营业务收入 500∞ 170000 220000

附注: (1)臼1 日至 10 日收款凭证共 8 张

(2) 自11 日至 20 日收款凭证共 2 张

(3) 自21 日至 31 日收款凭证共 10张

制单:复核:

汇总付款凭证

2008年 5 月份

记账:会计主管:

表 2 -23

贷方科目:库存现金 汇付第 2号

金 额(元) 总账页数
借方科目

(1) (2) (3) 合计 借方 贷方

其他应收款 11 000 2000 13 000

管理费用 1500 1400 2900

其他业务成本 4200 4200

附住:(l)自1 日至 10 日付款凭证共 6 张

(2) 自11 日至 20 日付款凭证共 4 张

(3)自21 日至 31 日付款凭证共 8 张

制单.复核:

飞
丈二五〉

记账:会 rl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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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4

贷方科目.材料采购

汇总转账凭证

2008年 5 月份 汇转第 2 号

金 额(元) 总账页数

借方科日

(1) (2) (3) 合计 借方 贷方 h

原材料 1200∞ 115000 235000

附注: (1)自1 日至 10 日转账凭证共 6 张

(2) 自11 日至 20 日转账凭证共 12张

(3) 自21 日至 31 日转账凭证共 0 张

会计主管: 记账: 复核: 制单:

表 2 -25 科目汇总表

2008年 5 月 1 日至 5 日 汇字第 78号

本期发生额(元)

会计科目 J

借 方 贷 方

库存现金 3000 3540

银行存款 95000 102400

应收账款 190000 79000

管理费用 4200

合计 643200 643200

记
账
凭
证
自
1
号
至
H
A

号
共
m
A

张

会计主管: 记账: 复核. 制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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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 记账凭证的填制

(1)记账凭证的基本要素。

记账凭证是会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按记账的

要求归类整理而编制的。各种记账凭证的格式、内容不尽相同，但编制记账凭证

的目的在于反映经济业务，确定会计科目，便于登记账簿和日后查阅。因此，所

有记账凭证都必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如图 2 -10 所示。
填制单位的名称

凭证的名称

凭证的编号

填制凭证的日期

经济业务内容摘要

会计科目及借、贷方金额

所附原始凭证的张数

记账凭证的基本要素

有关人员的签章

图 2 -10 记账凭证的含义及分类

(2) 记账凭证的填制要求。

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填制记账凭证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如图 2 -11 所

飞
飞二五〉

刁亏。



(3) 记账凭证的审核。

均-i
-
任
A

-
计

…
-
4
2

寺
f
…

二
…

信
用
二

必须根据审核元误的原始凭证填制

应当具备的基本要素都应当具备

可以根据每一张原始凭证填制，也可以根据若

干张同类原始凭证汇总编制，或者根据原始凭

证汇总表填制

分清会计事项处理的先后顺序，便于记账凭证

与会计账簿之间的核对，确保记账凭证的完整

所附原始凭证张数的计算，一般以原始凭证的

自然张数为准

一张原始凭证如涉及到几张记账凭证的，可以

将该张原始凭证附在一张记账凭证后面，在其

他记账凭证上注明该主要记账凭证的编号或者

附上该原始凭证的复印件

填制记账凭证时如果发现错误，应当重新填制。已经

登记入账的记账凭证在当年内发现错误的，可以用红

字冲销法进行更正。如果会计科目没有错误，只是金

额错误，可以按正确数字同错误数字之间的差额，另

编一张调整记账凭证。如果发现以前年度的记账凭证

有错误的，应当用蓝字填制一张更正的记账凭证

机制记账凭证应当符合记账凭证的一般要

求，打印出来的机制记账凭证上要加盖制

单人员、审核人员、记账人员和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印章或者签字，以明

确责任

应该自金额栏最后一笔金额数字下的空行处至合计

数上的空行处划线注销

图 2 -11 记账凭证的填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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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凭证是登记账簿的直接依据，为了确保账簿记录准确，监督款项收付，

全面提供会计信息，应严格按照要求填制记账凭证，同时要由专人对已经填制的

记账凭证严格审核，只有经审核无误的记账凭证，才能作为记账的依据。记账凭

证审核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如图 2 -12 所示。

所确定的会计分录是否合规、合法

是否附有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

记账凭证的内容是否按规定要求填

制完整元缺

记账凭证的摘要，应借、应贷会计科

目及金额，以及账户对应关系是否清

晰、完整，核算内容是否符合会计制

度和会计方法的要求

圈 2 -12 记账凭证的审核

飞
\二五〉



第二章 」机、

会计实务培气、 J

、

第-节 资会筹集

要成立一个企业，就必须有相应的资本，否则企业的生产经营无从谈起。由
于季节性和临时性等原因，或由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需要，企业更需要筹集资
金。因此，资金筹集既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又是企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

保证。
企业筹集的资金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1)按照资金的来源渠道不同，可将企业筹资分为权益性筹资和负债性筹

资。
权益性投资是指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吸收直接投资、内部积累等方式筹集资

金;负债性投资是指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向银行借款、融资租赁等方式筹集资

金。
(2) 按照所筹资金使用期限的长短，可将企业筹资分为短期资金筹集与长期

资金筹集。
短期资金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内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的资金，长

期资金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资金。
资金筹集的渠道及方式，如图 3 -1、图 3 -2 所示。

，'
?，

理'但 g..

图3 -1 资金筹集渠道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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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企业投资者的初始投资以及企业

在生产经营期间实现的留存收益

企业因资产评估、接收实物捐赠、外币折

算等原因形成的资本公积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留存收

益又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投入资金

债权人技入资金

资金筹集方式图 3-2

，
1.投资者投入资本的核算

(1)业务特点。

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法规定，企业的注册资本应当与实际资本

相一致。如遇到特殊情况，企业实有资本比原注册资本数额增减超过 20% 时，

企业必须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但以无形资产方式出资的总额占

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比率最高不得超过 20% 。

企业收到投资者技人企业的资本时，必须聘请注册会计师进行验资并对其出

具验资报告，由企业签发所有者出资证明书。投资者向企业投入的资本，在企业

持续经营期间内，除依法转让外，不得以任何形式抽回。

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筹集资本，既可一次筹集，也可以分次筹集。分次

筹集时，所有者最后一次投入企业的资本必须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6 个月以内

缴足。因此，在某一特定期间内，企业实收资本可能小于其注册资本的数额。

(2) 账户设置(如图 3 -3 所示)。

飞ζ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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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类

贷方登记实收资本的增加数额，借方登记实收资

本的减少数额，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期末实收

资本的实有数额

账户按所有者设置明细科目，反映企业各所有者

投资在企业所有者权益中的构成及其变动情况

账户按固定资产的类别设明细科目进行明细分

类核算

图3 -3 账户设置

(3) 账务处理(见表 3 -1) 。
表 3-1 实账举例

经济业务 处理方法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国家在 A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12月 6 日，A 公司为了扩大 另一方面增加了该公司存在银行的款项。对于此项业务应

经营规模，本月将办理有关 设置"实收资本"和"银行存款"账户。投入资本的增加

增资手续。收到国家投入资 记入"实收资本"账户的贷方，存入款项的增加记入"银

本金 150000 元，款项巳存入 行存款"账户的借方。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银行 借:银行存款 150000

贷�实收资本 15000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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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业务 处理方法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B 在 A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加，另

12月 18 日，A 公司为了扩大
一方面增加了 A 公司的生产设备。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

生产规模，接收 B 公司投入
"实收资本"和"固定资产"账户。投入资本的增加记入

的生产设备一台，该设备原
"实收资本"账户的贷方，生产设备的增加记入"固定资

价 260 000 元
产"账户的借方。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260000

贷:实收资本 260 000

2. 短期借款的核算

(1)业务特点。

短期借款是企业借人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各种借款，它属于金额确定的流动

负债。

企业在进行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季节性、临时性经营周转出现资金暂

时短缺或抵偿某项债务时，往往需要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取得一定数量的短期

借款，以满足生产周转的需要。企业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提出申请，借人短期借款。各种类型的借款都有规定的期限和利率，企业必须按

期如数归还本金，并及时足额地支付利息，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周转以及

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如遇特殊原因不能偿还，应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延

期还款，经审查同意后才可以延期。

(2) 账户设置。

企业应设置"短期借款"账户来总括地反映和监督短期借款的取得和归还情

况，该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贷方登记取得借款数额，借方登记归还的借款数

额，贷方余额表示尚未归还的借款数额。该账户应按债权人设置明细账户进行明

细分类核算。

(3) 账务处理。

【例3 -1] 12 月 6 日，A公司为了经营周转需要，根据有关规定，向银行取

得临时借款 30000 元，并转存银行。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 A 公司对银行的负债增加，另一方面增加了该公司

\电d 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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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银行的款项。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短期借款"和"银行存款"账户。公

司负债增加记人"短期借款"账户的贷方，存入款项的增加记入"银行存款"

账户的借方。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30000

贷:短期借款 30000

通过上述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资金投入的总分类核算流程，如图

3 -4 所示。

圄3-4 资金投入的总分类核算

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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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材料采的

制造业的原材料购进业务一般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原材料的采购过程，二是

原材料的人库。

1 原材料购进业务的特点

(1)原材料采购。

制造业原材料采购，一方面会使企业的材料采购成本加大，比如原材料的买

价、运费等都要计人材料采购成本;另一方面要与供应单位办理这批原材料的货

款结算，可以以银行存款支付，也可以暂时形成欠款。

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应以实际成本人账。具体包括下列内容，如图 3 -5 所示。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挑选整理中发生的工资、费用支出和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判必要的损耗，并扣除时下脚废料

价值

小规模纳税企业购料中支付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企业采购材料中用于非应交增值税项目或免

交增值税项目的，以及未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完

税证明所支付的增值税均应计入购入货物的采购成本

固 3 -5 原材料的采购成本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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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发生后，无论这些款项是否支付，都说明企业己拥有了该

材料的所有权，因此，作为企业来讲，应作为一项资产加以确认。需要指出的

是，企业在国内采购材料时，专用发票上记载的金额不全构成材料的采购成本，

比如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法规定不构成材料成本的部分应

在"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账户中单独核算，记人该账户的借

方进行抵扣。

原材料采购成本的发生必然涉及到企业与供应单位的款项结算。对于款项的

结算可能会出现下列三种情况，如图 3 -6 所示。
企业的一项资产增加，另一项资产减少

企业的一项资产增加，同时形成企业的负债

一项资产的增加，另一项资产的减少。待取得材

料后，再加大材料的采购成本

圄3 -6 原材料款项结算

(2) 原材料入库。

购人的材料运达企业并办理人库手续后，材料的采购成本将转化为库存材料

的成本并形成储备资金，以备企业生产经营领用。

2. 账户设置

为了核算供应过程中材料采购的发生、货款的结算关系以及库存材料储备的

形成情况，应设置下列账户。如表 3 -2 所示。
表 3-2 账户设置情况

科目名称 核算内容

该账户属于资产类账户。借方登记物资采购过程中发生的材料买价、运

费等采购费用，贷方登记验收入库材料的采购成本并转入"原材料"账
材料采购

户的借方。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已办理货款结算但尚未入库的材料的实

际成本，表示在途材料的实际成本

一〈五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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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核算内容 |
该胀户属于资产类账户。借方登记入库材料的实际成本;贷方登记发出、

领用、对外销售、盘亏、毁损等原因而减少的材料的实际成本;余额在

原材料 借方，表示月末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该账户按照材料的种类设置明细

账户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该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贷方登记企业购买材料、接受劳务等形成的应

忖禾付款项;借方登记偿还的应付款项或开出商业汇票抵付账款的款项，
应付账款

或冲销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余额一般在贷方，表示尚未偿还的应付账

款。该账户撞供应单位名称设置明细账户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该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贷方登记开出并承兑汇票的面值，借方登记支

应付票据 付票款的款项，余额在贷方，表示尚未支付票据的面值。该账户接承兑

人的不同，设置明细账户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该账户属于资产类账户。借方登记预付款项和补付的款项，贷方登记收

到的采购货物时接发票金额冲销的预付账款或因预付货款多余而退回的

预收账款 款项，余额→般在借方，表示预付的货款数。预付货款不多的企业，可

以不设"预付账款"账户，并人"应付账款"账户核算。预付账款的核

算包括预付贷款、收取货物和结清款项的核算

银行存款、 借方登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的增加，贷方登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的

库存现金 减少，余额-般在借方，表示库存现金的结存数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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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账务处理

账务处理见表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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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账务处理举例

经济业务 分析 处理方法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材

料采购成本增加，同时产生进项

税款，应分别设置"材料采购"、

12月 1 日，A公司向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

借�材料采购 31000

B公司购进甲材料 6∞
税额)"账户，并记入这些账户的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借方，另一方面涉及各种款项的

公斤，单价 50元，计 额) 5 100
结算，其中运费的支付减少了该

30 000元。运费 1 a∞ 贷银行存款 1 000

元，增值税率为 17%，
公司存在银行的款项，而尚未支

应付账款 B公司 35 1∞

运费以银行存款支付，
付的其余款项则形成了公司的负

同时编制人库的会计分录
债，应分别设置"银行存款"、

其余款项尚未支付。 借原材料一一-甲材料 31000
"应付账款"账户，并记入这些账

材料己验收入库 贷.材料采购 31000
户的贷方。增加的库存材料将导

致其采购成本的减少，应记入

"原材料"账户的借方和"材料

采购"账户的贷方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采

12月 4 S，A公司向 8 购成本增加，同时产生进项税款，

公司购进乙材料 3∞o 成分别设置"材料采购"、"应交

公斤，单价 30元，计 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倍:材料采购 90 000

90 a∞元，增值税率 额)"账户，并记入这些账户的借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为 17%，该公司签发 方，另一方面对于各种款项的结 额) 15300

了一张等额的商业汇 算采用的是商业汇票结算方式， 贷:应付票据 105300

票办理款项结算，材 应设置"应付票据"账户进行核

料尚未运达 算，对于此项负债的增加，应记

入"应付票据"账户的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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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业务 分析 处理方法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材

料采购成本增加，另 方面使该

12月 10 日，A公司以
公司的库存现金减少。对于此项

现金 760 元支付上述
业务应设置"材料采购"和"库 借.材料采购 760

购买乙材料的搬运费。
存现金"账户。材料采购成本的 贷.库存现金 760

增加记入"材料采购"账户的借

方，库存现金的减少记入"库存

现金"账户的贷方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

12月 12 日，A 公司根
预付款项增加，另-方由减少了

据合同预付给 B 公司
该公司在在银行的抗顷。对于此

50000 元，用于购买
硕、Iv 务庇设置"预付账款"和 借:f:V1付账款 50∞o

甲材料，款项已经通
"银行存款"账户。放付款项的增 贷�银行存款 50∞o

过银行划转
加记入"预付账款"账户的借方，

银行存款的减少记入"银行疗款"

账户的贷方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材

料采购成本增加并产生了进项税

12 月 20 日，上述材料
额，另一方面使该公司预付款项

已运达公司，但尚未
减少。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材

办理人JIf手续。发票
料采购"、"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 借材料采购 60000

账单注明，该批材料
值税(进项税额)"和"预付账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的买价为 60 ∞0 元，
款"等账户。材料采购成本的增 额) 10200

增值税款为 10200 元，
加记入"材料采购"账户的借方， 贷预付账款 70200

并冲销原预付的款项
进项税额的增加记入"应交税费

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账户的借方，预付款项的减少记

人"预付账款"账户的贷方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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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济业务 分析 处理方法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预

付账款增加，另一方面减少了该

12月 25 日，A 公司以 公司存在银行的款项。对于此项

银行存款预先支付给 业务应设置"预付账款"和"银 借.预付账款 20200
B 公司材料款 20 200 行存款"账户。预付账款的增加 贷银行存款 20200
7G 记入"预付账款"账户的借方，

存入款项的减少记入"银行存款"

账户的贷方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 A 公司
的库存材料增加，另一方商使材|

12月 31 日，A 公司将 料采购成本减少(其中乙材料的|

本月购进但未入!萃的 采购成本为该材料的买价 90000 {首�原材料一一甲材料 60ωo
材料-Ji办理入库于 元与搬运费 760元之和)。对于此 一一乙材料 90760
续。其中乙材料的成 项业务应设置"原材料"平 il ..材 贷�材料采购一一甲材料 创 000
本为 90 760 元，甲材 料采购"账户。原材料成本的增 一一乙材料 90760
料的成本为 60 a∞JG 加记人"原材料"账户的借方，

材料采购成本的减少记入"材料

采购"账户的贷方

通过上述经济业务慧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原材料购进的总分类核算流程，如

图3 -7 所示。

CiLY



飞点:1届全叫阿拉问
原材料材料采购应付账款

预付账款

原材料购进的总分类核算流程

飞
文ζ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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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产品生产

1 生产过程概述

(1)产品生产的特点。

企业进行工业性生产，其基本任务是生产工业产品销售给商业企业、其他工

业企业等购买单位和淌费者个人，满足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消费的需要，并实现

产品的价值，取得盈利。工业企业的经济活动包括采购、生产和销售三个过程。

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管理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耗费，以及劳动力等方

面的花费。比如，在生产过程中，要耗用原材料，固定资产会发生磨损，同时要

支付职工工资，此外还会产生理财费用、办公费用等。生产过程的核算任务，就

是将上述费用进行合理的归集和分配，最终计算出完工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

本。产品成本的一般核算程序如图 3 -8 所示。

正确划分应计入产品戚本和不应计入

产品成本的生产费用界限

正确划分各个会计期间的费用界限，还

应划分各种产品应负担的费用界限

圄3 -8 产品成本的一般核算程序

〈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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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账户的设置。

为让初学者更深刻地理解后面所述关于生产业务核算的四个账户，这里先介

绍-r建立这四个账户的基础一一生产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如表 3 -4
所示。

生产业务核算的三种费用

科目 概念 核算内容

直接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过程

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中所发生的直接材料费用、直接人工费用和其

生产费用 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直 他直接费用

接费用和制造费用 因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各种间接费用，

这些间接费用称为制造费用

公司经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劳动保

险费、待业保险费、董事会费、咨询费、审计

指企业行政部门为组织和 费、诉讼费、排污费、绿化费、税金、土地使|

管理费用 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

的各种费用 让费、元形资产摊销、咨询费、开办费摊销、

业务招待费、坏账损失、存货盘亏、毁损和报

废仪器以及其他管理费用

指企业筹集件产经营过程
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肝的支出)、汇兑损失

财务费用 (诚ir 兑收益后的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
中所需资金而发牛的费用

筹集哇产经营资金发't的Jt他费用等

表 3-4

企业应设置下列账户核算上述费用，如表 3 -5 所示。

℃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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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企业核算费用应设置的账户

科目名称 核算内容

账户属于成本类账户。借方登记生产产品所发生的各项费用;贷方登记完

工人库的产品戚本;余额在借方表示在产品的成本，即在产品占用的资金。

生产成本 i亥账户应按照产品品种设置生产成本明细账，生产成本明细账应采用多栏
式账页，账页按成本项目分设专栏或专行，登记该产品的月初在产品成本、

本月发生的戚本、本月完工产品成本和月末在产品成本

该账户属于成本类账户。借方登记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应该

计人产品戚本，但没有专设戚本项目的各项生产费用，贷方登记分配转出

制造费用 应由各种产品负担的制造费用，月末一般没有余额。制造费用一般按车间

名称设明细分类科目进行明细分类核算，制造费用明细账采用多栏式账页，

分费用项目设置专栏

l 该脏 )'1r.，~111，1(1天吧!、I fi'，Ji登记企业发生的各项管理费用，贷方登记月

管理费用 未耗人叮，~Jtvl ('r I'，(j 'It] ;，1 'l'c j IJ.月末一般没有余额。该账户应该按管理.费用
项目~ '，Vi nJj:Ui点.也由此-~!I~设置专栏进行现细核算

该账户属于损益类账户。借方登记企业发生的各项财务费用，贷方登记月

财务费用 末结转当期损益的财务费用，月末一般没有余额。该账户应按财务费用的

项目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2 材料费、人工费和折旧费的核算

(1)材料费的核算。

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或是一次被消耗掉，或是改变了原来的实物形态。其价值

随着原材料被不同部门领用而转移，一方面减少企业的库存材料，资产减少，另

一方面增加其相关费用，按领料用途分别记入"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和

"管理费用"等账户。

①发出材料的计价。对于发出材料的计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

本。"下面举例说明发出材料的计价。

【例3 -2] 某公司有关材朴的收入、发生和结存情况如表 3 -6 所示。

G乙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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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材料进销存记录

日期 进铠存 数量(公斤) 单价 (N公开) 合计(元)

5 月 31 日 结存 800 09 720

6 月 1 日 发出 350

6 月 4 日 购入 2500 1 00 2500

6 月 5 日 发出 650

6 月 9 日 发出 100

6 月 18 日 购入 4∞ 0.95 380

6 月 25 日 发出 500
..L-二

表 3 -6

�先进先出法。

先进先出法是假定先收到的存货先售出，或先收到的存货先耗用，并根据这

一假定的成本流转次序对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进行计价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接

受存货时，逐笔登记每-批存货的数量、单价和金额;发出存货时，按照先进先

出的原则计价，并逐笔登记存货的发出和结存金额。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发出材料

成本如表 3 -7 所示。

表 3 -7 材料明细账

(采用先进先出法)

x x年 收入 发 HI 结存
凭证编号 f离 要

合额 金额 余额月 日 数量 单价 (元)数量 单价 (兀)数 t重 单价 (元)

5 31 (略) 月末结存 800 o 90 720

6 1 领用 350 o 90 315 450 090 405

4 购入 25∞ I 00 2500 450 o 90 29052500 100

5 领 ffl 450 090 605 2300 I 00 2300200 100

9 领用 100 1 00 100 2200 100 2200

18 购入 400 0.95 380 22∞ 1.00
400 ，095

25 领用 500 I 00 500 1700 I 00 2080400 095

31 合 it 2900 2880 1600 I 70()' 1 阳}
I 520 . .;;;;; (I ~;52 ()XO

一~-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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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进先出法的优点是在有关存货的明细账上逐笔登记发出数量，又能随

时结转成本。但是，在采购收入业务频繁，单价经常变动的情况下，计价的工作

量较大。在物价持续上升时，期末存货成本接近市价，而发出存货成本偏低，利

润偏高。

�一次加权平均法。

一次加权平均法是根据期初存货结存和本期收入存货的数量和进价，于月末

依次计算存货的全月加权平均单价，作为计算本期发出存货成本和期末结存价值

的单价，以求得本期发出存货成本和结存存货价值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为:

加权平均单价=(期初结存存货实际成本+本期收入存货实际成本) + (期初结存存货数

量+本期收入存货撤量)

本期发出存货成本=本期发出存货数量 x 加权平均单价

期末结存存货成本=期末结存存货数量 x 加权平均单价

或

本期提出存货成本=期初结存存货成本+本期收入存货成本-期末结存存货成本

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发出材料成本如表 3 -8 所示。

表 3-8 材料明细账

(采用一次加权平均法)

x )(年 i 凭证 收入 发出 ， 结在

编号
摘要

月 日 数最 单价 舍额 数量 单价 舍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5 31 (略) 结月末存 800 o 90 720

6 1 领用 350 450

4 购入 2500 1 00 2500 2950

5 领用 650 2300

9 领用 100 2200

18 购入 400 095 380 2600

25 领用 500 2100

31 合 it 29∞ 2880 1600 o 973 1556 80 2100 o 973 2阳 II

〈至二乙二



b以自主讨如识与美 1月
采用加权平均法，考虑了不同批次存货的数量及其单位成本，计算结果比较

均衡，计算方法也比较筒单。但这种方法只有在期末才能计算出加权平均单价和

发出存货的成本，因而影响了成本计算工作的及时性，不利于存货的日常管理工

作，使期末的核算工作量比较大。这种方法适用于品种较少，而且前后收入存货

单位成本相差较太的企业采用。

�个别计价法。

个别计价法又称为分批计价法。这种方法是以每次(批)收入存货的实际成

本作为计算各该次(批)发出存货的成本的依据。计算公式如下:

每次(批)发出存货成本=该次(批)存货发出数量 x该次(批}存货实际收入的单位成本

用个别计价法计算发出材料成本如表 3 -9 所示。

材料明细账{采用个别计价法)

批次 数量 单位成本 该批成卒

期初存货 100 2 00 200

第一批购货 50 2 20 110

第二批购货 200 2 30 460

第二批购货 50 250 125

期末存货成本 895

表 3 -9

采用这种方法所确定的发出存货的戚本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期末存货成本的

计算也比较真实，而且可以随时结转成本。但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求掌握每批存

货的具体情况。这种方法适用于能够分清批次，整批进整批出的存货。

上述几种方法，属于企业按实际成本计价时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企业可以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用，但计价方法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变更。

②账务处理。

[例3 -3] 12 月 9 日，仓库友出材朴分别用于产品生产、车间和管理部门的

一般耗用，具体情况如表 3 -10 所示。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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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 发出材料使用情况表

甲材料 乙材料
合金额计项 目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生产产品用 1000 50 50000 700 30 21000 71000

其中:

A 产品耗用 800 40000 300 9000 49000

B产品耗用 200 10000 400 12000 22000

车间一般耗用 250 50 12500 170 30 I 5 100 17600.
管理部门耗用 190 50 9500 130 30 3900 13400

i口L 1440 50 720∞ 1000芝:30000 102000

这项经济业务中，一方面仓库发出材料使公司的库存材料减少，另一方面该

批材料分别投入了该公司的产品生产，使生产成本增加，车间的一般耗用使制造

费用增加，管理部门的一般起用使公司的管理费用增加。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以及"原材料"等账户。生产成本的

增加记人"生产成本"账户的借方，制造费用的增加记人"制造费用"账户的

借方，管理费用的增加记人"管理费用"账户的借方，库存材料的减少记入

"原材料"账户的贷方。故此项经济业务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生产成本一-A产品
一-B 产品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贷:原材料一一甲材料

乙材料

49000
22000
17600
13 400

72000
30000

G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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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费的核算。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使劳动对象得以改变其使用价值，并且创造出

新价值，其中劳动者创造的那部分价值，企业将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工

资是借助于货币对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反映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活

劳动消花。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全部

劳动报酬总额。其中支付给予生产产品直接相关的劳动者的报酬，是构成生产成

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位产品工资费用的节约，不仅能反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且可以直接降低产品成本。

企业除了按照按劳分配原则支付每一职工工资外，还应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职

工福利补助。为此每一个企业还应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规定比例(现行规定比例

是 14% )计提福利费。企业人工费的账户核算如图 3 -9 所示。

根据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按照工资的

用途进行分配

人工费的核算

\二豆〉

圄3 -9

举例说明如表 3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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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人工费的核算

经济业务 分析 账务处理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

库存现金增加，另一方面减少了

12月 15 日，开出现金
该公司存在银行的款项。对于此

项业务应设置"库存现金"和 借�库存现金 94000
支票从银行提取现金

"银行存款"账户。库存现金的 贷银行存款 94000
94000 元，以备发工资

增加记入"库存现金"账户的借

方，存入款项的减少记入"银行

存款"账户的贷方
‘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由使公旧的

库存现金减少，另一方面因为用

现金支付[公司职工的工资，表

12 月 15 日，以现金 明公司的一项负债减少。对于此
借.应付职:τ薪酬 94000

94000 元支付公叫职工 项业务应设置"库存现金"和 l
贷.库存现合 94000

的工资 "应付职工薪酬"账户。现舍的

减少记入"库存现金"账户的贷

方，负债的减少记入"应付职 l

薪酬"账户的借方

12月 31 日，按用途分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由于公司

配本月职工工资。其 各部门的职工付出了劳动从而使

中: 公司应付工资增加，应设置"应

生产A产品的生产工人 付职工薪酬"账户，并记入该账 借生产成本一 -A 产品 42000

的工资42000 元 户的贷方，另一方面这些职工分 一一B产品 38000

生产 B产品的生产工人 别是生产产品的工人、车间和公 制造费用 6000

的工资38000 元 司总部的管理人员，使公司的生 管理费用 8000

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工 产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应设置 贷应付职工薪酬 94000

资 60∞元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和"管

公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工 理费用"等账户，并记入这些账

资 80∞元 户的借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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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续表

F \1Fi户、Ii'好可 d 川祀 it" 1J'f1r '". ~咐 :hhafR啊~r.·~I~~'I~服盛酌情就

12月 31 日，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按工资总额 14%

计提职工福利费。其中. I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由于公司
生产 A 产品的生产工人|各部门的职工付出了劳动从而使

的福利费 42000 x 14% I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增加，应设置
二 5880 (元) I"应付职工薪酬"账户，并记人|借.生产成本一 -A 产品 5880

生产 B产品的生产工人|该账户的贷方;另一方面这些职| → -B 产品 5320

的福利费 38000 x 14% I工分别是生产产品的工人、车间| 制造费用 840

二 5320 (元) I和公司总部的管理人员，使公司| 管理费用 1 120

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福|的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应| 贷�应付职工薪酬 13 160

利费 6000 x 14% =840 I设置"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元) I和"管理费用"等账户，并记入
公司总部管理人员的福|这些账户的借方

利费 8 ∞o x 14% =

1 120 (元)

(3)折旧费的核算。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

程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工具器

具等。固定资产具有以下特点:使用期限超过一年或一个经营周期;使用寿命是

有限的，在使用寿命周期内，其服务潜力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而逐渐衰竭或梢

失;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不是为了出售。企业的固定资产可以长期参加生产经营

而仍然保持其原有的实物形态，但其价值将随着固定资产的不断使用而逐渐转移

到生产的产品中去，或构成了企业的经营戚本和费用，这部分随着固定资产的磨

损而逐渐转移的价值称为固定资产的折旧。

由于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费用以及企业的收入和纳税

情况，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消耗方

式，恰当地选用折旧方法。我国目前可供企业选择的折旧方法如表 3 -12 所示。
飞a 一一~

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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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2 计算固定资产祈旧的方法

方法 原理 计算公式

年 将固定资产的折旧均衡 年折旧率 -预计净残值率
限 预计使用年限
平 地分摊到各期，每期折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 -12均
法 旧额相等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月折旧率

每一工作量折旧额=
工

很据实际工作量明折 i 固定资产原价 x (1-残值率)作
量: 旧额 预计有效使用年限内工作量总额
法

月折旧额=当月土作量 x每一丁作量折旧额

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

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

双 账面余额和双倍直线法

倍 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
2

余额
年折旧率=预计的折旧年限 x 100%

i日;但是，应当在固定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 -12

递减 资产折旧年限到期以前
月折旧率=月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x 月折旧率

法 两年内，将固定资产净

值扣除净残值后的余额

平均摊销

年 将固定资产的原值减去 尚可使用作-敖x 100%
数 净残值后的净额乘以一 年折旧率= 预计使用年限的年数总和
总

个逐年通陆的分数计算 月折旧卒=午折旧率 .!.12和i
法 每年的折 IH额 )1折 IH额=(固定资产原伯-故计净残{直) x 月折旧中

〈五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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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如表 3 -13 所示。

表 3 -13 固定资产折旧的账务处理

主手济飞 Iv务 而|日h法 计算方法 账务处理

某企业经营用固定资
该项固定资产年折 II:l率=(1-4%) I

10=96%
产原值为 700000 元，

该项固定资产月拆 IR率 =96% ⋯ 12= 借.销售费用 5600
预计净残值率为 4% ，平均年限法

贷.累计折旧 560008%
预计使用年限为 10

该项固定资产月折旧额= 700 000 x
年

o 8% =5 600 (元)

第.1)-

年数总和 =5+4+3+2+1 =15 借制造费用 19000

或 =5x (5+1) -2=15
贷.累计折旧 19000

第一{r
某企业生产用某项嗣 -If 应计提折 年折 仔折 累计 {肯�制边费用 15200
定资产原值为 60∞o 份 |口总额 IH率 旧额 ±IIIH 贷累计折旧 IS 200

元，预计净残值为 60α 刀 3α 】D 第二年:

3∞0 元，预计使用 付敛总和法 5/15 19000 190∞ 借制造费用 11 400
=57ω。

年~f:;!为5 年俨该项固 贷累计 fll旧 11400
21 57000 4/15 15200 34200 2在同年定资产按年数总和法

计提折旧
3 57 000 3/15 11400 45600 借制造费用 7600

4 57 000 2/15 7600 53200 贷累计±II旧 7600

5 57 000 1115 3800 57 000
第有年

借制应费用 57 000

贷累川折 II:l57 000

〈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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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济业务 折 IB方法 计算方法 账务处理

第一年

借制造费用 36000
贷累计折旧 36000

年 期初 年折 年折 累计 期末 第二年

份 净值 旧率 旧额 折旧 净值 借制造费用 21600

某企业某项固定资产 贷:累计折旧 21600
1 160000 40% 24000 24000 360∞ 第三年

原值为 60000 元，预 双倍余额
2 136000 409毛 14400 38400 216∞ 借.制造费用 12960

计净残值为 20 ∞元， 递减法
贷.累计折旧 129603 121600 40% 8640 47040 12960

预计使用年限为 5 年 第四年
4 112960 5480 52520 7480 f苦�制造费用 7480
5 I 7480 5480 58000 2000 贷累计折旧 7480

第五年

借�制造费用 2000
贷累计折旧 2000

某企业有原值为 40

万元的轿车一辆，预 轿斗每公里折 l门 =400000 x (1-

计净残值率为 5% ， 5%) /300000 = 1 267 (}L) 借管理费用 12670

总行驶里程为 30 斤
工作星法

5 月折 IU额= 1 267 x 10 ∞0= 12 670 贷累计折旧 12670

公里， 2007年 5 月已 (元)

行驶 1万公里

3. 其他费用的核算

企业已经发生本因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1 年以上的各项费

用，如以经营租赁方式租人的固定资产发生的改良支出等，应在"长期待摊费

用"科目中核算。本科目可按费用项目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

映企业尚未摊销完毕的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是公司己经花了钱但不能算到当期费用里的那一部分支出，这

些支出要在以后若干年里摊销。为什么花了钱不能算在费用里呢?因为公司会计
J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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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配比原则要求在某一期的费用要与该期的收入相联系，也就是说同本期元

关的费用应当分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就是这样一些不能算在当期的费用。

企业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借记"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原材料"等科目 O 摊销长期待摊费用，借记"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等科目，贷记"长期待摊费用"科目。

举例说明如表 3 -14 所示。
表 3 -14 长期待摊费用账务处理

纤i济~[v务 账务处理

2008 年 4 月 1 日，某企业以经营租赁|借:长期待摊费用 96000

方式租入一项固定资产，租赁期限为| 贷:银行有款 96000

5 年，该项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为|每月摊销时:

10年。为了提高该项固定资产的生产|年摊销额 =96000 -5 = 19却o (5GI年)
效率，该企业于购进时对租赁资产进|月摊销额 =192 ∞ 12 = 1 600 (万月)

行了改良，并支出了 960 ∞元的改良|借:制造费用 1600

费用 I 贷:长期待摊费用 1600

笃:tt期间及生的不计入资产价值的费用于生产主手营当
月摊销:

筹建期间发生的应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的有关费用账务

某企业在筹建期间发生以下支出， jfj I处理为:
银行存款支付各项办公费、培训|费、 i借: I乏期待摊费用 199∞o
印刷费、注册将记费等 150 ∞0 元，I 贷:银行存款 150000

用现金支付差旅费 1000 元，应付 II 阵有现金 1∞o
作人员工资 48 ∞0 元 | 应付职工薪酬一一职土工资 48000

摊销以 f 费用时:
{告:管理费用 199∞o

贷: I二期待摊费JIJ 199∞o

4. 月末生产费用的结转

经过对生产过程中各要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费用已全部计入"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账户中，"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

飞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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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作为期间费用不计人产品成本。这样，月末生产费用的结转有两项任务:

一是结转"制造费用"账户，将"制造费用"按一定比例分配记入"生产

成本"账户。一般采用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是以各种产品

的生产工人工资的比例分配制造费用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制造费用分配率=制造费用总额-车间产品生产工人工资总额
该产品分配制造费用=该产晶工人工资x制造费用分配率

二是结转完工产品成本，将完工产品成本自"生产成本"账户的贷方转入

"库存商品"账户的借方。

(1)账户设置。

为了核算企业完工产品的收发和结存情况，应设置"库存商品"账户，该账

户属于资产类账户，借方登记完工人库产品的实际成本，贷方登记销售发出产品

的实际成本，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库存商品的实际成本。该账户按产品的品种

或类别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2) 账务处理。
[例3 -4] 12 月 31 日，沿用公司的惯例，对于车间的制造费用总额(176∞

+6 000 +840 +5560 +2 000 =32 000 元)采用生产工人工资的比例(生产 A、B
产品的生产工人工资分别是 42 000 元和 38000 元)在人 B 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制造费用分配表如表 3 -15 所示。
表 3 -15 制造费用分配表

!监借科目 生产i 人 I~资(元) 分配率 分配金额 (J 已)

生产成本一-A 产品 42000 o 4
16800

一一B产品 38000 15200

i口L 计 80000 32∞o

制造费用分配率 =32000+ (42000+38000) =0.4
A 产品应分摊的制造费用 =42 000 xO. 4 = 16800 (元)

B 产品应分摊的制造费用= 38 000 x 0.4 = 15 200 (元)
这项经济业务，通过对制造费用在 A、B 产品之间的分配，一方面使车间的

制造费用减少，另一方面增加了人 B 产品的生产成本。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

"制造费用"和"生产成本"账户。制造费用的减少记人"制造费用"账户的贷

---⋯_viC 105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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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产成本的增加记入"生产成本"账户的借方。故此项经济业务应编制如下

会计分录:

借:生产成本一 -A产品
一-B产品

16800

15200

贷:制造费用

[例3 -5] 12 月 31 日，A产品全部完工，结转已完工 A产品的生产成本并

办理产品入库手续， B产品全部未完工。其中已完工 A产品共 5684 件，生产成

本总额 113 680元，单位成本为 20元。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库存商品增加，另一方面己完工的生产成本减

少。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库存商品"和"生产成本"账户。库存商品的增加

记人"库存商品"账户的借方，生产成本的减少记入"生产成本"账户的贷方。

故此项经济业务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库存商品一 -A 产品

贷:生产成本一 -A 产品

通过上述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产品生产的总分类核算流程，如图

3 -10 所示。

32000

113680

113680

生产业务核算流程图3 -10

二飞ζlQi:)



第三章 ~

第叼节 产品销售

1.销售业务的特点

销售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既是产品价值的实现过

程，又是货币资金的回笼过程，它是企业产品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企

业按照营业执照上规定的范围从事的活动称为主营业务活动，从事营业执照规定

范围以外的活动称为其他业务活动，与此相适应的制造企业的销售可分为产品销

售和其他销售。无论是产品销售还是其他销售，企业在与购买单位按售价办理货

款结算的同时，应确定其收人的实现与销项税额的发生。企业为了获得收入就必

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库存商品或库存材料的减少，为推销该产品发生的营

销费用以及按税法规定应向国家交纳的税金等。以上事项为企业在销售环节核算

的内容。

2. 主营业务收入的核算

主营业务收入的核算如图 3 -11 所示。

J
〈卫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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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

可能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增加，也可能同时表现为企业资

产的增加和负债的减少

将引起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企业巳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

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

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

入企业

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

商品已经发出或劳务已经提供

已经收记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的

凭据

企业为完成经营目标而从事的日常

活动中的主要活动，该账户属于损益

类账户。贷方登记企业实现的营业收

入，借方登记销售退回以及期未转入

"本年利润"账户的主营业务收入净

额，期末"主营业务收入"账户结转

"本年利润"账户后元余额

圈3 -11 主营业务收入的核算

气、

气二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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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账户属于资产类账户。借方登记应收到而未

收到的销货款、劳务款和代垫的运杂费，贷方

登记已收到的销货款、劳务款和代垫运杂费以

及结转坏账损失的应收款项。余额在借方，表

示尚未收到的货款、劳务款和代垫运费等

该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贷方登记预收货款的

数额和购货单位补付贷款的数额;借方登记企

业向购货方发货后冲销的预收货款数额和退

回购货方多付货款的数额;余额一般在贷方，

表示巳预收货款但尚未向购货方发货的数额。

预收货款业务不多的企业，可以不设"预收账

款"账户，其发生的预收账款合并在"应收账

款"账户核算

企业发生坏账损失时，借记

"管理费用"账户，贷记"应

收账款"账户。如果已冲销

的应收账款以后又收回的，

借记"应收账款"账户，贷

记"管理费用"账户;同时，

借记"银行存款"账户，贷

记"应收账款"账户

提取坏账准备时，借记"管理费

用"科目，贷记"坏账准备"科

目;发生坏账损失时，借记"坏账

准备"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

目;已确认并转销的坏账又收回

时，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

"坏账准备"科目，同时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账款"

科目

圄3 -11 主营业务收入的核算(续)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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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见表 3 -16) 。
主营业务收入(甲公司}举例说明

经济业务 分析 账务处理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甲公司的销售

得以确认，收入增加，同时发生销项税

12月 8 日，甲公司向乙 额;另一方面代垫运费，减少了该公司

公司出售产品情况如下. 存在银行的款项，款项均未收到，使应

A 产品 5000 件，单位售 收账款增加。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主 借�应收账款 247700
价 30元，计 150∞0元。 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 贷:主营业务收入 2100∞
B 产品 40 ∞件，单位售 (销项税额)"、"银行存款"以及"应收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

价 15元，计 60∞0元。 账款"账户。收入的增加记入"主营业 (销项税额) 35700
增值税率为 17% ，并以 务收入"账户的贷方，对于销项税额记 银行存款 2000
银行存款 2∞0元代垫运 入"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费。上述款项均未收到 额)"账户的贷方，代垫运费记入"银行

存款"账户的贷方，未收到的款项记人

"应收账款"账户的借方

这项经济业务由于是预收货款，小能确

认收入的实现，一方而使公司的负债增

12 月 17 日，按合同规 加，另一方面增加 f该公司存在银行的
借.银行有款 20000

定，预收丙公司货款 款项。对于此项业务，.v.设置"预收账款"
贷.预收账款 20000

200∞元存入银行 和"银行存款"账户。顶收账款的增加

记入"预收账款"账户的贷方，存入款

项的增加记入"银行存款"账户的借方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销售得

以实现，收入增加，同时发生销项税额;

12月 28 日，公司按合同
另一方面按发票价冲销原预收的款项。

规定向丙公司提供 A 产
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主营业务收入"、 借预收账款 35 1∞

品 1000 件，单位售价 3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

元，计 30 000 元。增值
额)"以及"预收账款"等账户。收入的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

税率为 17%
增加记入"主营业务收入"账户的贷方， (销项税额) 5 100
对于销项税额记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账户的贷方，应冲销
，

的预收款项记入"预收账款"账户的借方

(~

表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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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济业务 分析 账务处理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银行存

12月 30 日，甲公司收到
款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公司与乙公司、

乙公司欠款 100000 元，
丙公司往来业务的性质不同，一笔是应 借银行存款 115 100

同时收到丙公司预付款
收业务，使应收账款减少，另一笔是预 贷�应收账款 100000

15 100元，款项存入银行
收业务，是补收的款项。对于此项业务 预收账款 15 100
应设置"应收账款"、 "预收账款"和

"银行存款"等账户

12月 31 日，甲公司从现
在开始，对于坏账损失

的核算改为备抵法卡的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而使公司的管理费用

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
增加，另-方面使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为 05% 0 年末
增加。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管用费用，，:俏�管理费用 888 5

"应收账款，.账户的余额
和"坏账准备"账户。管理费用的增加 贷坏账准备 888 5

为 177 700 }Go 年未，1>7计
记入"管理费用"账户的借力，坏账准

挺的坏账准备为 888 5
备增加记入"坏账准备"账户的贷方

元(1777∞xO 5%)

3. 主营业务成本、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核算

根据配比原则，企业应在核算主营业务收入的同时核算为经营主营业务而发

生的主营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以及销售费用。

对于商业服务业来讲，主营业务成本就是本月销售各种商品、提供各种劳务

的实际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就是经营主营业务而应由主营业务负担的税金及附

加，如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以及教育费附加等，营业税金

及附加应以收入为基础按税法规定计算应交税金。销售费用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

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专设销售机构的各项经费，包括的具体项目有:包装

〈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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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展览费、广告费，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

的销售机构的费用，包括职工工资、福利费、差旅费、办公费、折旧费、修理

费、物料消耗和其他经费等。该项费用与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一样应作为期间费

用从当期损益中扣除。

(1)账户设置(如图3-12 所示)。
该账户属于损益类账户。借方反映企业销售商品的实际

成本，贷方反映销售退回以及期末转入"本年利润"账

户的主营业务成本。期末"主营业务成本"账户结转到

"本年利润"账户后元余额

诙账户属于损益类账户。借方反映企业商品销售应交

的消费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营业税金及附加叫贷方反映期末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的销售税金及附

加，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账户结转到"本年利润"

账户后元余额

该账户属于损益类账户。借方登记企业发生的各项产品

销售的费用，贷方登记企业月末结转到"本年利润"账

户的销售费用，月末"销售费用"账户的余额转到"本年

利润"账户后无余额

该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贷方登记企业根据税法计算的应

变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所得税费用等，借方登记实际缴

纳的税金，余额一般在贷方，表示尚未缴纳的税金

固3 -12 主营业务的账户设置

(2) 账务处理(见表 3 -17) 。

气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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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7 主营业务的账务处理

经济业务 分析 账务处理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销售费

用增加，另一方面减少了该公司存在银

12 月 6 日，以银行存 行的款项。
借:销售费用 20 ∞

款 20 ∞元支付产品的 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销售费用"和
贷:银行存款 2 ∞o

报刊宣传费 "银行存款"账户。销售费用的增加记入

"销售费用"账户的借方，银行存款的减

少记入"银行存款"账户的贷方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抵减销售

收入的项目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计算出

12 月 30 日，按税法规
的税金尚未缴纳，使公司的负债增加。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营业税金及附加" 8000
定，计算出斗、二月应交的

和"应交税费"账户。销售税费的增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
消费税为 80 ∞元。

记入"营业税金及附加"账户的借方， 交消费税 8 ∞o
尚未缴纳税费的增加记入"应交税费"

账户的贷方

12月 31 日，结转己销售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销售产品

产品的生产成本。其中:
的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使公司库存

借:主营业务成本
产品的生产成本减少。对于此项业务应

A产品 6 跚件，单位成 160 000

本 20元，计 120跚元;
设置"主营业务成本"和"库存商品"

贷:库存商品
账户。已销产品戚本的增加记入"主营

B产品 4000 件，单位成 160 000

本 10元，计 40 000元
业务成本"账户的借方，库存产品的减

少记入"库存商品"账户的贷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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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业务的核算

其他业务是指企业从事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日常活动，是企业从事营业执照

范围以外的业务。由此而产生的经营收支也是企业经营利润的构成部分。由于其

他业务不属于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根据重要性原则，对其他业务的核算采取比

较简单的方法。企业除去产品销售、包装物出租和出售、技术转让、出租固定资

产等，均属于其他业务的范围。

(1)账户设置(如图3 -13 所示)。
该账户属于损益类账户。贷方登记其他业务取得

的收入，其借方登记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的其

他业务收入，期末"其他业务收入"账户转入"本

年利润"账户后无余额

该账户倍方登记实际发生的其他业务成本，贷方

登记期末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的其他业务成

本，期末"其他业务成本"账户转入"本年利润"

账户后元余额

"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戚本"账户，应按其他业务的种类设置明细

账户，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2) 账务处理。

[例3 -6] 12 月 19 日，公司明年计划停产 B 产品，故将用于生产 B 产品的

成本为 26000 元的库存原材料出售，售价 32000 元，料款已收到存入银行，同

时结转该批材料的实际成本(假设此项业务不考虑纳税)。这项经济止务一方面

使公司在确认出售材料收入的同时，增加了银行存款，另一方面在增加出售材料

收入抵减项目的同时，库存材料减少。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直"其他业务收入"、

"银行存款"、"其他业务成本"以及"原材料"等账户 O 出售材料收入的增加记

入"其他业务收入"账户的贷方，银行存款的增加记入"银行存款"账户的借

方，出售材料收入抵减项目的增加，记入"其他业务成本"账户的借方，库存

\二P

其他业务的账户设置图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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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减少记入"原材料"账户的贷方。故此项经济业务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32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32000

同时:

借:其他业务成本 26000

贷:原材料 26000

通过上述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销售业务的总分类核算流程，如图

3 -14 所示。

销售费用

应收账款

主营业务成本

预收账款

营业税金及附加
银行存款 Rl务成本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

原材料

圈3 -14 销售业务核算流程

〈王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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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是企业的收入减去戚本费用后的差额。

收入大于相关的成本与费用，企业就可获得利润;收人小于相关的成本与费用，

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利润或亏损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反映，如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产品质量的优劣、产品成本的升降等，都能通过利润或亏损

综合地反映出来。企业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收入，尽可能地降

低戚本费用，努力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企业只有最大限度

地获取利润，才能为国家上缴更多的所得税，更好地改善职工的生活水平，同时

为投资者提供尽可能高的投资报酬。

1.利润的构成

利润是企业在→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

润，如图 3 -15 所示。

指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和营业税金

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减去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和财务费用再加上投资净收益、公允价值变

动净收益

指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

的金额

指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费用后的金额

利润的构成图3 -15

L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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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润总额的核算

营业利润的核算己在前面作了介绍，下面主要介绍营业外收支的核算，如表

3 -18 所示。
表 3 -18 营业外收支的核算

账户设置 核算内容 经济业务 账务处理

该账户属于损益类账户。贷

方反映企业本期实际发生的 12 月 31 日，经
各项营业外收入，借方反映 批准，公司将确

借:应付账款 87000
营业外收入 期未转入"本年利润"账户 实无法支付的应

贷:营业外收入 幻 ω
的营业外收入。期末，"营业 付款项 87000 元
外收入"账户的余额转入 转为营业外收入

"本年利润"账户后无余额

该账户属于损插类账户。借

方反映企业本期实际发生的

各项营业外支出，贷 Ji反映 12 月 31 I:l，以
借:营业外支出 1000

营业外支出 期末转入"本年利润"账户 现金 1 000 元支
贷:库存现金 1000

的营巾，外支出。期末，"营业 付罚金

外文出"账户的余额转入

"本年利润"账户后无余额

3. 净利润的核算

净利润是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后的差额，如表 3 -19 所示。

J
〈卫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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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的核算

账户

设置
核算内容 经济业务 账务处理

该账户属于损益类账户。借

方登记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
12月 31 日，根据税法规定，公司计算

所得税
的应纳所得税，贷方登记转

并结转本月应交的所得税。本期实现 的借.所得税费用

费用
入"本年利润"账户

的应税利润为 133 291 5 元，所得税 率 33322 88

"所得税费用"数额。期末
为 25%。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

将该账户余额转入"本年
应交所得税= 133291 5 x 25% 所得税 33322 88

利润"账户后无余额
=33322 88 (元)

企业应将各收益类科目的

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的
12月 31 日，结转各损益类账户的余额， 借.本年利润

贷方.借记有关收益类账
各损益类账户的余额

259ω1 38

户，贷记"本年利润"账 科目名称 借方余额 贷方余额

贷.主营业务成本

户;应将记入当期损益的

160000

成本费用或支出类科目的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余额转入"本年利润"账
其他业务收入

8000

户的借方借记"本年利
营业外收入

其他业务成本

26000

净利润 润"科目，贷记各有关费
主营业务成本 160∞o 销售费用

用或支出类账户。结转后
营业税金及附加 8000 240000 2000

"本年利润"科目的贷方
其他业务成本 26000 32000 管理费用

余额为净利润，借方余额
销售费用 2000 87000 27208 5

为亏损。年度终了，企业
管理费用 27208 5 财务费用

还应将"本年利润"账户
财务费用 1500

1500

的累计余额转入"利润分
营业外支出 1000

营业外支

配"账户。结转后"本年
所得税费用 33322 88

出 1000

利润"账户应无余额

所得税费用

33322 88

飞3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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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利何分自己

利润分配是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投资者的决议，对企业经营利润所进行

的分配。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或减去年初未弥补亏

损)和其他转人后的余额，为可供分配的利润。

1. 利润分配的程序(如图 3 -16 所示)。

|弥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一|提取(峡、任意)盈余公积金|→|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图3 -16 利润分配程序

2. 账户设置(如图 3 -17 所示)。

该账户属于所有者权益账户，借方登记利润的分配数，

贷方登记弥补亏损数，借方余额表示累计已分配的利润

总额，贷方余额表示累计己弥补的亏损总额;年末将"本

年利润"账户借方余额转入"利润分配"账户的借方，将

"本年利润"账户贷方余额转入"利润分配"账户的贷

方，借方余额表示尚未弥补的亏损总额，贷方余额表示

未分配的利润数

该账属于所有者权益账户。贷方登记企业盈余公积提取

情况，即企业按照规定提取的一般盈余公积和法定盈余

公积数额，借方登记提取的盈余公积的使用情况，期末贷

方余额表示企业提取尚未使用转出的盈余公积结存数额

图 3 -17 利润分配的账户设置

3. 账务处理。
{例3 -7] 前 11 个月公司净利润为 660000 元， 12 月 31 日，公司根据规定

I，?

〈卫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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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年实现的净利润进行结转。

全年实现的净利润= 660 000 + 89 305.3 =749 305. 3 (元)

这项经济业务通过对全年实现净利润的结转，一方面使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

增加，另一方面使本年实现的净利润减少。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利润分配"

和"本年利润"账户。可供分配利润的增加记入"利润分配"账户的贷方，净

利润的减少记入"本年利润"账户的借方。故此项经济业务应编制如下会计

分录:

借:本年利润

贷:利润分配

[例3 -8] 12 月 31 日企业决定向投资者发放股利 38000 元，提取盈余公积

749305.3

749305.3

8930.53 元。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净利润减少，利润分配增加;另一方面由于

提取盈余公积使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加;此外，决定向投资者分配的利润尚未分

配，形成一项负债。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利润分配"、"盈余公积飞"应付股

利"等账户。利润分配增加记入"利润分配"账户的借方，盈余公积的增加记

入"盈余公积"账户的贷方，负债的增加记入"应付股利"账户的贷方。故此

项经济业务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利润分配

贷:应付股利

盈余公积 8930.53

通过上述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利润形成和分配的总分类核算流

程，如图 3 -18 所示。

46930 53

3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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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3 -18 利润形成和分配的总分类核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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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退出包括偿还各项债务、上缴各项税金、向所有者分配利润等，使得

这部分资金离开本企业，退出本企业的资金循环与周转。

关于资金退出的会计核算举例如下:

[例3 -9] 12 月 25 日，公司根据借款合同规定归还于本月到期的银行借款

45000 元，款项已通过银行划转 c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负债减少，另一方面减少了该公司存在银行

的款项。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短期借款"和"银行存款"账户 O 负债的减少

记人"短期借款"账户的借方，银行存款的减少记入"银行存款"账户的贷方。

故此项经济业务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短期借款

贷:银行存款

[例3 -10] 12 月 31 日，按规定，以银行存款缴纳税金 32000 元。

这项经济业务，一方面使公司的一项负债减少，另一方面减少了该公司存在

银行的款项。对于此项业务应设置"应交税费"和"银行存款"账户 O 负债的

减少记入"应交税费"账户的借方，银行存款的减少记入"银行存款"账户的

贷方。故此项经济业务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

贷:银行存款

通过上述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资金退出的总分类核算流程，如图

45000

45000

32 000

32000

飞ii\二函〉

3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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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 短期借款
借贷借 贷

应」税费
借贷

一→|

图 3 -19 资金退出核算流程

综上所述，企业的资金循环与周转如图 3 -20 所示。

资金
投入
\ 采购过程

图 3 -20 资金循环与周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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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 财务报表概;在

1.财务报表编制的目的

财务报表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以文字和表格形式，采用系统的会计处理程

序与方法，将企业的各种会计信息按使用者的一般需要予以汇总编制而成，并能

够及时地向这些使用者提供真实信息的报告。

在企业日常会计核算中，企业每发生一笔经济业务，都要编制会计凭证，

登记账簿。但是，这些日常核算资料数量太多，而且比较分散，不能集中地、

概括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就有必要定期地将日常会计核

算资料分类汇总，按照一定的表格形式编制成财务报表，向有关各方面传递关

于企业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有用信息。

编制企业财务报表的主要目的是为各方面的使用者提供适当的会计信息，便

于他们作出正确的决策。财务报表对不同的使用者具有不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如图 4 -1 所示。

〈百二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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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通过财务报表，既要了解企业盈利水平的高低以及发展趋势，也

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变动情况，以帮助他们作出是~继续追加投

资、是否继续恃有、是杏需要收回或转移投资等决策

债权人通过财务报表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即资产结构、负债结构、资本

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评估企业的长短期偿债能力，以保证向

企业的贷款能及时收回，避免贷款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并且督促企业严

格执行贷款合同的规定，合理使用贷款，保护自己的权益

企业管理部门通过财务报表，不但要了解企业的长短期偿债能力和盈利

能力，还要了解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即资金运用能力，以便评价企业经

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分析存在的问题，肯定成绩、纠正缺点、总结经验、吸

取教训，促进企收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政府机构、税务、工商、海关等部门，通过财务报表，监督检查企业是否严

格执行了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以便履行国家管

理职能，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编制财务报表的作用图4 -1

2 财务报表的种类

企业的财务报表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图 4 -2 所示。

为了便于报表使用者进一步了解企业的经济活动情况，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

时，还应附上《财务状况说明书~，它是对财务报表内容的必要补充说明。

飞二~



茶叶财务报:-~

指向企业内部管理部门提供的财务报表

指企业外部有关方面提供的财务报表

按照财务报

表的编报时间

单位财务报表 1H 指独立核算的基层单位编制的本单
位的财务报表

按照财务报

表的编制单位 I I 叫指各时时据基层单位的财

汇总财务报表 务报表综合汇总编制的财务报表，

用以反映该部门或地区的总指标

|个别财务报表忖村 指只反映会计主体自身经营成果和
按照财务报表 I I 财务状况的报表

是否反映某会

计主体的分支 指将某会计主体所属的子公司或分

机构或子公司 支机构的会计报表与母公司的会计

的情况 合并财务报表 报表予以合并，以反映包括子公司

在内的整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状况的报表

圄4-2 财务报表的分类

〈卫汇/;f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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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财务报表的要求

财务报表的编制要求，是指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所应具有的质量特征，如图

4 -3 所示。

编制财务报表的要求

编制财务报袤的要求

飞

飞五P

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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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产负债来

1.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日期财务状况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是一种静态

报表。它的编制日期是每月末、季末和年末。它反映编制当天的财务状况，所以说

是一张"时点"报表。资产负债表根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平衡公

式，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和排列次序，把企业一定时期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项目予以适当排列编制而成。

资产负债表的作用如图 4-4 所示。

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可预测企业的经营趋势

为判断企业的变现能力提供了

良好的分析基础

有助于评估企业的获利能力

图4-4 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2.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如图 4 -5 所示。

It
〈五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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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5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3. 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结构

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结构由表头、正表和补充资料三个部分构成，如图 4 -6

飞 ι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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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原价

图 4-6 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结构

4. 资产负债表的格式

根据对信息的不同需求，资产负债表中各项目的具体排列形成了两种格式，

即账户式和报告式(垂直式)。

2
〈卫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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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账户式资产负债表。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格式一般采用账户式。

账户式资产负债表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左方列示资产项目，右方列示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项目，左右方对应平衡，如表 4 -1 所示。
资产负债表
(垂直式)

表 4 -1

负债:资产:

1 流动负债1 流动资产

2 长期负债2. 长期投资

所有者权益:3 固定资产

1 实收资本4. 元形资产

2 资本公积5 其他资产

3 盈余公积

4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资产合计=负债台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左方项目是根据资产的流动性排列的。流动资产排在首位，其中货币资金本

身就是可用于支付的现金或银行存款，排在最前面;再后是变现能力较强、在一

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可以变现的各项流动资产。长期投资中包括债券投资、股票

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债券和股票尽管不准备在一年内变现，但它们具有随时变

现的能力，所以，长期投资的变现可能性强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等长期资产，排在流动资产之后，居于第二位。

资产按其流动性或变现能力排列，可以反映企业的支付能力，与该表右边的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判断企业的偿债能力。

右方项目按照需要偿还的先后顺序排列。流动负债偿还时间最短，一般需要

在一年内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排在第一位;长期负债偿还时间较长，排列在

流动负债之后，居第二位;所有者权益在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情况下， ，或者该企

业在解散清算之前是不需要偿还的，排列在最后，表右方按需要偿还的先后顺序

排列，这是与克方资产的排列顺序对应的，可以反映企业各种债务需要偿还的时

〈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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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和企业的偿债能力。

账户式资产负债表的基本格式如表 4 -2 所示。

表 4 -2

编制单位:

资产负债表

年月日

会企 01 表

单位:元

资产
期末 作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 作初

余额 余额 (或股东权益) 余额 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顶付款项 顶收款项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但收股利 成交税货

其他应收款 应付利息

存货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其他应付款

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其他流动负债

非流动资产� 流项j负债什 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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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期末 年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 年初
资产

余额 余额 (或股东权益) 余额 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俏拭

长期应收款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应付拭

投资性房地产 专项应付款

固定资产 预计负债

在建工程 递延所得税负债

汇程物资 其他非流动负侦

固定资产清理 非流动负债合计

生产性生物资产 负债合计

油气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无形资产
实收资本(或股

本)

研发支出 资本公积

商誉 减�库存股

长期待摊费用 盈余公积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术分配利润

其他非流动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 il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4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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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式资产负债表。

报告式资产负债表又称垂直式资产负债表，是一种将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垂直排列的类似于"报告形式"的报表格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①按照"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等式，报告式资产负债表简单列

示如表 4 -3 所示。
表 4 -3

编制单位. x x

资产负债表

年月日 单位:元

资产:

流动资产

长期资产

资产合计

负债: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②按照"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等式，报告式资产负债表的格式

简单列示如表 4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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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表 4-4

编制单位: 单位:元

资产:

流动资产

长期资产

资产合计

减:负债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③按照"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营运资金"，"营运资金+长期资产-长期

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两个等式，报告式资产负债表的格式简单列示如表 4 -5

所示。

资产负债表

年月日

表 4-5

编制单位: 单位:元

流动资产

减:流动负债

营运资本

加�长期资产

减:长期负债

所有者权益

飞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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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格式称为财务状况式资产负债表或营运资金式资产负债表。该表重点在

于强调营运资金。营运资金是指用以维持企业经营正常运行所需的资金。将流动

资产减去流动负债，剩余的部分就是营运资金。营运资金是企业可以真正自由营

运的资金。

5. 资产负债表的填列

(1)本表"年初数"栏内各项数字，应根据上年末资产负债表"期末数"

栏内所列数字填列。

如果本年度资产负债表规定的各个项目的名称和内容同上年度不相一致时，

应对上年年末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名称和数字按照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填人

本表"年初数"栏内。

(2) 本表"期末数"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①"货币资金"项目，反映企业库存现金、银行结算户存款、外埠存款、

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证保证金存款等的合计数。本

项目应根据"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

填列。

②"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反映企业购人的各种能随时变现、并准备随

时变现的、持有时间不超过 1年(含 1年)的股票、债券和基金，以及不超过 1

年(含 1年)的其他投资，减去已提跌价准备后的净额。本项目应根据"交易

性金融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减"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后的

金额填列。

企业 1年内到期的委托贷款，其本金和利息减去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后的净

额，也在本项目反映。

③"应收票据"项目，反映企业收到的未到期收款也未向银行贴现的应收

票据，包括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本项目应根据"应收票据"科目的

期末余额填列。己向银行贴现和己背书转让的应收票据不包括在本项目内，其中

己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单独披露 O

④"应收账款"项目，反映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劳务等应向购买

单位收取的各种款项，减去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后的净额。本项目应根据"应收账

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合计，减去"坏账准备"科目中有关

c:::m二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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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如"应收账款"科日所属明细科目期末有贷方余额，应在本表"预收账款"

项目内填列。

⑤"预付账款"项目，反映企业预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本项目应根据

"预付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合计填列。如"预付账款"科

目所属有关明细科目期末有贷方余额的，应在本表"应付账款"项目内填列。

如"应付账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有借方余额的，也应包括在本项目内。

⑥"存货"项目，反映企业期末在库、在途和在加工中的各项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包括各种材料、商品、在产品、半成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分期收

款发出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受托代销商品等。本项目应根据"材料采购"、

"原材料"、"周转材料"、"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生产成本"等科目的期

末余额合计，减去"存货跌价准备"科目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材料采用计

划成本或售价核算的企业，还应按加或减材料成本差异或商品进销差价后的金额

填列。

⑦"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反映企业不准备在 1年内(含 1年)变现的各种

股权性质的投资的可收回金额。本项目应根据"长期股权投资"科目的期末余

额，减"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中有关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期末余额填列。

⑧"固定资产原价"和"累计折旧"项目，反映企业的各种固定资产原价

及累计折旧。融资租人的固定资产，其原价及已提折旧也包括在内。融资租人固

定资产原价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另行反映。这两个项目应根据"固定资产"科

目和"累计折旧"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⑨"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反映企业因出售、毁损、报废等原因转入清理

但尚未清理完毕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固定资产清理过程中所发生的清理费

用和变价收入等各项金额后所得的差额。本项目应根据"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的期末借方余额填列;如"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期末为贷方余额，以" "号

填列。

⑩"无形资产"项目，反映企业各项无形资产的期末可收回金额。本项目

应根据"无形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累计摊销"科目期末余额后的金

额填列。

⑩"长期待摊费用"项目，反映企业尚未摊销的摊销期限在 1年以上(不

飞二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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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年)的各种费用，如租人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大修理支出以及摊销期限在 1

年以上(不含 1年)的其他待摊费用。本项目应根据"长期待摊费用"科目的

期末余额减去 1年内(含 1年)摊销的数额后的金额填列。

⑩"短期借款"项目，反映企业借人的 1年以内(含 1年)归还的借款，

本项目应根据"短期借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⑩"应付票据"项目，反映企业为了抵付货款等而开出、承兑的尚未到期

付款的应付票据，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本项目应根据"应付票

据"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⑩"应付账款"项目，反映企业购买原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等方面

应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本项目应根据"应付账款"科目所属各有关明细科目

的期末贷方余额合计填列。如"应付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期末有借方余

额，应在本表"预付账款"项目内填列。

⑩"预收账款"项目，反映企业预收购买单位的账款。本项目应根据"预

收账款"科目所属各有关明细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列。如"预收账款"科目

所属有关明细科目有借方余额的，应在本表"应收账款"项目内填列;如"应

收账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有贷方余额的，也应包括在本项目内。

⑩"应付职工薪酬"项目，反映企业应付而暂时未付的职工工资。本项目

应根据"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填列。如"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期

末为借方余额，以" "号填列。

⑨"应交税费"项目，反映企业期末未交、多交或未抵扣的各种税金。本

项目应根据"应交税费"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列;如"应交税费"科目期末

为借方余额，以" "号填列。

⑩"长期借款"项目，反映企业借人的尚未归还的 1年期以上(不含 1年)

的借款本息。本项目应根据"长期借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⑩"应付债券"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尚未偿还的各种长期债券的本息。

本项目应根据"应付债券"科目的期未余额填列。

@"长期应付款"项目，反映企业除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以外的其他各种

长期应付款。本项目应根据"长期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减"未确认融资

费用"科目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⑧"实收资本(或股本) "项目，反映企业各投资者实际投入的资本(或股

f 卢卢⋯- II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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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总额。本项目应根据"实收资本" (或股本)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资本公积"项目，反映企业资本公积的期末余额。本项目应根据"资

本公积"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盈余公积"项目，反映企业盈余公积的期末余额。本项目应根据"盈

余公积"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未分配利润"项目，反映企业尚未分配的利润，本项目根据"本年利

润"科目和"利润分配"科目的余额合计填列，未弥补的亏损，在本项目内以

‘"号填列。

6. 资产负债表编制实例

【例4 -1] A 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有关科目的余额，如表 4 -6所示。
表 4 -6 科目余额表 单位:元

科吕名称 借方企额 贷h余额

库存现金 3 440

银行存款 236800

应收账款 177 700

坏账准备 888 50

预付账款 O

材料采购 。
原材料 178760

库存商品 210020
"一一一-一一二

固定资产 860000

累计拆|日 107 160
- --

短期借款 35000

成付票据 105300

VL〈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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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目名称 借方余额 贷方余额

应付账款 49500

应付职工薪酬 O

应交税费 50 186 20

应付股利 380 ∞
预收账款 O

实收资本 1130000

资本公积 O

盈余公积 91996.89

本年利润 O

利润分配 139208.4l

生产成本 80520

l口L 计 1747240 1 747240
一一一一一一

根据上述所给资料，可以编制该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如

表 4 -7 所示。
表 4 -7

编制单位 :A 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08 年口月 31 日 单位.元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行次 年初数 期未数
(!.l且股东权益)

一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240240 短期借款 35∞o
交易性金融

应付票据 105300
资产

应收蒸据 应付账款 49500
」←

〈卫〉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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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数
(或股东权益)

!市收股利 预收款项

应收利息 丛d才职 T薪酬

应收账款 176 811 50 应付股利 38000

预付占1项 !也交税费 50 186 20

存货 469300 预计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886 351 5 流动负债合 if- 277 986 2

长期投资. 长期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b二期仍款

长期债权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投资合讨 长期l市付款

固定资产 专项应付款

固定资产原价 8ω000 长期负债合计

减:累计折 II:! 107 1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752840 负债千千计 277 986 2

减�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所有者权益(.!!t

股东权益)

工程物资
实收资本

1 130000
(或股本)

在建 L和 资本公积

固定资产清理 盈余公积 (略) 91 996 89

固定资产合 if 752840 未分配利润 139208 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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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行次 什初数 期末数
(或股东权益)

元形资产及其他 所有者权益(或
1 361 205 30

资产: 股东权益)合计

元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商誉

递延所得税
(略)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资产总计 I 639 191 5 (或股东权益) 1 639 191 50

总计

ell二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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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1.利润表的作用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的财务报表。其主要内容是列示企业

在一定时期内所取得的收入、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和所获得的利润。

利润表反映了企业一定时期利润形成的具体原因，对企业内部管理方面和外

部投资者、债权人等使用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1)通过利润表所提供的信息，可以衡量企业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和企业的

获利能力。

(2) 可以通过对利润构成因素的分析，发现影响利润形成和变动的重要因
素，及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 通过分析若干期营业利润的增减变化情况，可以预测企业未来的利润

变化趋势，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信息。

2. 利润表的基本结构

利润表的基本结构也是由表头、正表和补充资料二个部分构成，如图 4 -7

所示。

、，，~



而

揭示在利润表正表中不便于或

不能反映的一些资料

圄4-7 利润表的基本结构

3. 利润表的格式

一般企业利润表的样式如表 4 -8 所示。
表 4 -8 利润表

编制单位: 年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并
〈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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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一"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占去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填列)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4. 利润表的填列

(1) 利润表各项目的填列方法。

①"营业收入"项目，反映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

总额。

②"营业戚本"项目，反映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发生的实际成本

总额。

③"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反映企业经营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和教育费附加等。"销售费用"项目，反

映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发生的包装费、广告费等费用和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

设的销售机构的职工薪酬、业务费等经营费用。"管理费用"项目，反映企业为

飞一~、
飞'.......146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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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发生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项目，反映企业筹集生产经

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各项资产发

生的减值损失。发生勘探费用的企业，应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项目

之间增设"勘探费用"项目。

④"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反映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人当

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投资收益"项目，反映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

的收益。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项目，反映采用权益法核

算的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在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不

包括处置投资形成的收益)。

⑤"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无

直接关系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其中，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应当单独列示。

⑥"所得税费用"项目，反映企业根据所得税准则确认的应从当期利润总

额中扣除的所得税费用。

⑦"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项目，应当反映根据每股收益准

则的规定计算的金额。

(2) 月份利润表"本年累计数"栏各项目的填列方法。

利润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初起至本月末止的累计实际发生

数。根据上月利润表的"本年累计数"栏的数字，加上本月利润表的"本月数"

栏的数字，可以得出各项目本月的"本年累计数"，然后填人相应的项目内。

(3) 年度利润表有关栏目的填列方法。

在编制中期和年度利润表时，应将"本月数"栏改为"上年数"栏。在编

制中期利润表时，在"上年数"栏中填列上年同期累计实际发生额;在编制年

度利润表时，在"上年数"栏中填列上年全年累计实际发生额。如果上年度利

润表与本年度利润表的项目名称和内容不相一致，应对上年度报表项目的名称和

数字按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填入"上年数"栏内。

〈五二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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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利润表的"本年累计数"，就是年度利润表的"本年累计数"，可以

直接转抄。由于年终结账时，全年收入和支出已全部转人"本年利润"科目，

并且通过收支对比结出本年净利润的数额。因此，应将年报中的"净利润"数

字，与"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到"利润分配一一未分配利润"科目的数额相核

对，检查报表编制和账簿记录的正确性。

4. 利润表编制实例

{例4 -2] A 公司 2008 年 12 月份利润表科目发生额如表 4 -9所示。
2008年 12月份利润表科目发生额

科目名称 借方发丰仁额 贷方发4额

主营业务收入 240000

其他业务收入 32000

营业外收入 87000

主营业务成本 160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8000

其他业务成本 26000

销售费用 2000

管理费用 27208 50

财务费用 1500

营业外支出 1∞o
所得税费用 43986 20

表 4 -9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的该公司 2008 年 12 月份利润表如表 4 -to 所示。

可气之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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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编制单位 :A 公司
利润表

2008年 12月份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272 000

减:营业戚本 186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8000

销售费用 2000

管理费用 27208 50

财务费用 15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47291 50

加�营业外收入 87000

减:营业外支出 1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33291 50

减:所何税费用 43986 2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89305 30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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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由节 现』会流量来

1.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现金流量，是指企业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入和流出。企业从银行提取现

金、用现金购买短期到期的国库券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之间的转换不属于现金

流量。

现金流量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情况的报表。因此，现金流量表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

企业在特定期间内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的信息，次要目的在于提示该期间内有关

投资与理财活动的信息。

现金流量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图 4 -8 所示。

f解企业当期实际收入的现金、实际支出的现金、现
金流入流出相抵后的净额，从而分析出利润表中本期

净利润与现金流量之间的差异，从而正确评价企业的

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帮助报表使用者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支付股利的能力

帮助潜在的投资者分析企业产生未来现金流量的能

力，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帮助报表使用者了解企业与现金收付无关，但是却对

企业有重要影响的投资及筹资活动

图4 -8 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2. 现金流量表列报格式及说明

现金流量表如表 4 -11 所示。

飞"之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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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年度

会企 03 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舍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纤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 ij!;巧I)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二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且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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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同 4正期金额l J:期金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 4J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 i;f;动现金流入小ii-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 j没利、平IJ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rf<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本期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以及前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金(包括销售收

入和应向购买者收取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本期预收的款项，减去本期销售本期

退回的商品和前期销售本期退回的商品支付的现金。企业销售材料和代购代销业

务收到的现金，也在本项目反映。

②"收到的税费返还"项目，反映企业收到返还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

税、消费税、关税和教育费附加返还款等各种税费。

③"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收到的罚款收入、

经营租赁收到的租金等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人，金额较大的应当单独

列示 O

电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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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本期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实际支付的现金(包括增值税进项税额) ，以及本期支付前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的未付款项和本期预付款项，减去本期发生的购货退回收到的现金。

⑤"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本期实际支付给

职工的工资、奖金、各种津贴和补贴等职工薪酬，但是应由在建工程、无形资产

负担的职工薪酬以及支付的离退体人员的职工薪酬除外。

⑥"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反映企业本期发生并支付的、本期支付以前

各期发生的以及预交的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印花税、房产税、土地增

值税、车船税、预交的营业税等税费，计人固定资产价值;实际支付的耕地占用

税、本期退回的增值税、所得税等除外。

⑦"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支付的罚款支出、

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保险费、经营租赁支付的现金等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流出，金额较大的应当单独列示。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①"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出售、转让或到期收回除现金

等价物以外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而收到的现金，以及收回长期债权

投资本金而收到的现金，但长期债权投资收回的利息除外。

②"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因股权性投资而分得的现

金股利，从子公司、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分回利润而收到的现金，以及因债权性

投资而取得的现金利息收入，但股票股利除外。

③"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项目，反

映企业出售、报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取得的现金(包括因资

产毁损而收到的保险赔偿收入) ，减去为处置这些资产而支付的有关费用后的净

额，但现金净额为负数的除外。

④"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项目，反映企业处置子

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所取得的现金减去相关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⑤"购建固定资产、元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企

业购买、建造固定资产、取得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及增值税

款、支付的应由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负担的职工薪酬现金支出，但为购建固定资

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部分、融资租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租赁费除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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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投资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取得的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权益性

投资和债权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以及支付的佣金、手续费等附加费用。

⑦"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项目，反映企业购买子

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购买出价中以现金支付的部分，减去子公司或其他营业单位

持有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后的净额。

⑧"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反映企业除上述①~⑦项目外收到或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

入或流出，金额较大的应当单独列示。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①"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以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

资金实际收到的款项，减去直接支付给金融企业的佣金、于续费、宣传费、咨询

费、印刷费等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②"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举借各种短期、长期借款而收

到的现金。

③"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以现金偿还债务的本金。

④"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实际支付的

现金股利、支付给其他投资单位的利润或用现金支付的借款利息、债券利息 c

⑤"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反映企业除上述①-④项目外，收到或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流入或流出，包括以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而由企业直接支付的审计和

咨询等费用、为购建固定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部分、融资租人固定资产

所支付的租赁费、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建固定资产以后各期支付的现金等。

(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项目，反映下列项目的差额。

①企业外币现金流量及境外子公司的现金流量折算为记账本位币时，所采用

的现金流量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现金流量发生日

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的金额。

②"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中外币现金净增加额按期末汇率折算的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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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输棋每俗部

2006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真题

乙股份有限公司(本题下称"乙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

税税率为 179毛。乙公司2005 年度有关资料如下:

(1)部分账户2005 年年初、年末余额或本年发生额如下(单位:万元) :

账户名称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现金及银行存款 1 250 4 525

应收账款 2 500 4 800

坏账准备 25 48

预付账款 215 320

原材料 800 500

库存商品 。 700

待摊费用 240 192

长期股权投资 800 1 030

固定资产 11 200 11 320

无形资产 525 120

短期借款 140 120

应付账款 380 800

预收账款 200 300

应付工资 285 365

应付福利费 142 5 182 5

应付股利 45 25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O 。
长期借款 2500 1 100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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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应付债券 1000

主营业务收入 8500

主营业务成本 56∞
营业费用 253

管理费用 880
?

财务费用 37

投资收益 290

营业外收入 10

营业外支出 10

(2) 其他有关资料如下:

①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的增;或变动均为产品销售所引起，且以银行存款结

算;本年收回以前年度已核销的应收账款 3 万元，款项已存入银行。

②原材料的增减变动均为购买原材料和生产领用所引起;库存商品的增减变

动均为生产产品和销售产品所引起。

③年末库存商品实际成本 7∞万元，由以下成本项目构成:

原材料成本 385 万元

工资及福利费 225 万元(以货币资金结算或形成应付债务)

制造费用 90 万元(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60 万元;折旧费用以外

的其他制造费用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④本年销售商品成本(即主营业务成本) 5 创万元，由以下成本项目构成:
原材料成本 3080 万元

工资及福利费 1 800 万元(以货币资金结算或形成应付债务)

制造费用 720 万元(固定资产折 1日费用 480 万元;折旧费用以

外的其他制造费用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⑤购买原材料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商品均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年应交增值税借方发生额为 1445 万元，其中购买原材料发生的培值税项

税额为 538 05 万元，己交税，会为 906 95 万元;贷方发生额为 1445 万元(均为

、、1.-伽-
呼气 156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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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发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⑥待摊销费用年初余额为 240 万元，为预付公司办公接租金(经营租赁)。

本年以银行存款预付该办公楼租金 240 万元，本年累计摊销额为 288 万元。

⑦本年以某商标以向丙公司投资，享有丙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为 150 万

元，采用权益法核算。该商标权投出时的账面余额为 150 万元。本年根据丙公司

实现的净利润及持股比例确认技资收益 80 万元(该投资收益均为投资后实现的，

丙公司本年未宣告分派现全股利)。

⑧本年以银行存款 350 万元购入不需要安装的设备一台。

本年对一台管理用设备进行清理。该设备账面原价为 230 万元，清理时的累

计折旧为 185 万元。该设备清理过程中，以银行存款支付清理费用 3 万元，变价

收入 38 万元已存入银行。

⑨本年向丁公司出售一项专利权，价款 200 万元已存入银行，以银行存款支

付营业税 10 万元。该专利权出售时的账面余额为 180 万元。

本年摊销无形资产 75 万元，其中包括:商标权对外投出前的摊销额 20 万

元、专利权出售前的摊销额 25 万元。

⑩本年借入短期借款 300 万元。

本年借入长期借款 850 万元。

⑩ 12 月 31 日，按面值发行 3 年期、票面年利率为 59毛的长期债券 1 000 万

元，款项已收存银行。

@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的增减变动均为购买原材料所引起，且以银行存款

支付。

⑩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年初数、年末数均与技资活动和筹资活动无关;本

年确认的工资及福利费均与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无关。

⑩营业费用包括:工资及福利费 215 万元(以银行存款支付或形成应付债

务);折旧费用 8 万元，其他营业费用 30 万元(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⑩管理费用包括:工资及福利费 185 万元(以银行存款支付或形成应付债

务);折 1日费用 228 万元;无形资产摊销 75 万元;待摊费用摊销 288 万元;计提

坏账准备 20 万元;其他管理费用 84 万元(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⑩财务费用包括:支付短期借款利息 15 万元;支付长期借款利息 22 万元。

@投资收益包括:收到丁公司分来的现全股利 210 万元(乙公司对丁公司的

~



》坪上自 去计知识与 22月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分得的现全股手 IJ为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

的分配额) ;按照丙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及持股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 80 万元。

⑩除上述所给资料外，所有债权的增减变动均以货币资金挎弃。

要求:

填列乙公司 2005 年度现金流量表有关项目的金额。

参考答案:

现金流量表简表

编制单位:乙股份有限公司 2∞5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74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88 0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30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4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1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22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0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 15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20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7

解析:

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全=主营业务收入 8500 +销项税额 1445 +

应收账款减少数 (2500 -4 800) +预收账款增加数 (300 -200) +收回前期的坏账

3 =7 748( 万元)

②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主营业务成本中的原材料成本 3080 +

进项税额 538.05 +存货中的原材料增加数 (500 + 385 - 800) +应付账款减少数

(380-800) +预付账款的增加数 (320 -215) 二 3388.05 (万元)

文立五〉



内
③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全=主营业务成本中工资及福利费用 1800

+年末库存商品中工资及福利费用 225 +营业费用中工资及福利费用 215 +管理

费用中工资及福利费用 185 +应付工资减少数 (285 -365) +应付福利费用的减少

数(142.5 -182.5) =2 305( 万元)

④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年末库存商品中制造费用支付的现全

部分 (90 -60) +主营业务成本中制造费用支付的现全部分 (720 -480) +营业费

用中支付的现金 30 +管理费用中支付的现全 84 +支付办公楼租金 240 = 624(万

元)

⑤取得技资收益所收到的现全 =210 (万元)

⑥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全净额= (固定资产

变价收入 38 -清理费用 3) + (无形资产价款 200 -支付的营业税收政策 10) =225

(万元)

⑦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购买设备支付的

现金 350 万元

⑧吸收技资所收到的现全=债券价款 1000

⑨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全=短期借款 300 +长期借款 850 = 1150 (万元)

⑩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短期借款期初余额 140 +本年借入短期借款 300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120) + (长期借款期初余额 250 +本年借入长期借款 850 -

长期借款期末余额 1 100) =320( 万元)

说明:本题中长期借款期初余额 250 +本年借入长期借款 850 -长期借款期

末余额 1 100 =0 ，同时根据资料⑩中的提示可以分析出当年计提的长期借款利息

当年已支付，所以不用在本计算中考虑计提长期借款利息增加的长期借款数。

⑩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全=支付短期借款利息 15 +支付

长期借款利息 22 +应付股利的减少数 (45 - 25) =57(万元)

〈茧二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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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增减支动来第五节

1.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的作用

权益的增减变动直接反映了主体在一定期间的总收益和总费用，新准则增加

此部分更全面地反映了主体权益的综合变动。按准则规定的格式内容列报权益的

增减变动。一般应单独列报以下项目:

(1)净利润。

(2) 直接计人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其总额。

(3) 会计政策变更和会汁差错更正的累积影响金额。

(4) 所有者投入资本和向所有者分配利润等。

(5) 按照规定提取的盈余公积。
(6)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么积、未分配利润期初和期末余额及其调

整情况。

2.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的列报格式及说明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的格式如表 4 -12 所示。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变动表列示说明:

(1)本表反映企业年末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变动的情况。本表应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综合收益的特点，除列示直接计人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外，同时包含最终属于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净利润，从而构成企业的综合收益。

(2) 本表各项目应当根据当期净利润、直接叶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项目、所有者投入资本和向所有者权益分配利润、提取盈余公积等情况分析

填列。

飞
与〈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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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A

财务报表飞" j

在本表中，直接计人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应包含在净利润中;直接计人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主要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现金

流量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净额等，单列项目反映。

I〈玉乙卢





第五章增值税

第六章消费税

第七章营业税

第八章企业所得税

第九章关税

第十章其他税种





吗

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

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货物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以及

进口货物的全额计算税款，并实行税款抵扣制的一种流转税。

第{节 增值税概述

增值税的纳税人

《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

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

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上述负有增值税纳税

义务的单位，既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也包括不独立核算的单位。其他个人是指

携带自用物品进境的个人等。企业租赁或承包给其他人经营的，承租人或承包人

为纳税人。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1.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1)销售或者进口的货物。

货物是指有形资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在内。

f
〈卫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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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加工是指受托加工货物，即委托方提供原料及主要材料，受托方按照委托方

的要求制造货物并收取加工费的业务;修理修配是指受托对损伤和丧失功能的货

物进行修复，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总的来讲，包括上述两大项，但对于实务中某些特殊项目

或行为是否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还需要具体确定。比如目前税法中规定属于

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特殊项目主要有:

①货物期货(包括商品期货和贵金属期货) ，应当征收增值税。

②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应当征收增值税。

③基本建设单位和从事建筑安装业务的企业附设的工厂、车间生产的水泥预

制构件、其他构件或建筑材料，用于本单位或本企业的建筑工程的，应在移送使

用时征收增值税。但对其在建筑现场制造的预制构件，凡直接用于本单位或本企

业建筑工程的，不征收增值税。

④典当业的死当物品销售业务和寄售业代委托人销售寄售物品的业务，均应

征收增值税。

⑤因转让著作所有权而发生的销售电影母片、录象带母带、录音磁带母带的

业务，以及因转让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而发生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的业

务，不征收增值税。

@供应或开采未经加工的天然水(如水库供应农业灌班用水，工厂自采地下

水用于生产)，不征收增值税。

⑦集邮商品的生产，应征收增值税。邮政部门、集邮公司销售(包括调拨在

内)集邮商品，一律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邮政部门以外的其他单位与个

人销售集邮产品，征收增值税。

⑧缝纫，应当征收增值税。

2. 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特殊行为

(1)视同销售货物行为。

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

①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C2:销售代销货物。

飞远〈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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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J

③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

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④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⑤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

营者。

⑥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⑦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⑧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元偿赠送他人。

上述 8种行为确定为视同销售货物行为，均要征收增值税。其确定的目的有

两个:一是保证增值税税款抵扣制度的实施，不致因发生上述行为而造成税款抵

扣环节的中断;二是避免因发生上述行为而造成货物销售税收负担不平衡的矛

盾，防止上述行为逃避纳税的现象。

(2) 混合销售行为。

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发生混合销

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

(3) 兼营非应税劳务行为。

增值税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如果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货物或应

税劳务的销售额和非应税劳务的营业额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

并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的税率、征收率和扫除率

1.两档税率的确定

按照增值税规范化的原则，我国增值税采取了基本税率再加一档低税率的模

式。由于还要通过开征消费税承担对某些货物税收负担的特殊调节功能，因此元

需设置高税率。

(1)基本税率。

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税率为 17% ，这

就是通常所说的基本税率。

(2) 低税率。

〈写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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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按低税率计征增值税，低税率为l3%。

①粮食、食用植物油;

②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掖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

煤炭制品;

③图书、报纸、杂志;

④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⑤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O

(3) 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4) 纳税人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称应税劳务) ，税率为 17iJ毛。税

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伊输棋每都、

目前适用l3%低税率的货物包括:

(1)粮食。

粮食，是指各种主食食科植物果实的总称。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小麦、稻

谷、玉米、高梁、谷子和其他杂粮(如大麦、燕麦等) ，以及经碾磨、脱壳等工

艺加工后的粮食(如面粉、米、玉米函、渣等)。切面、饺子皮、馄饨皮、面

皮、米粉等粮食复制品，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汪国。以粮食为尿料加工的这冻食

品、方便面、副食品和各种熟食品，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圈 O

(2) 食用植物油。
植物油，是指从植物根、茎、叶、采实、花或胚芽组织中加工提取的油脂。

食用植物油仅指芝麻油、花生油、豆油、菜籽油、米糠油、葵花籽、棉籽油、玉

米胚油、茶油、胡麻油，以及以丰述油为原料生产的混合油。

(3) 自来水。

自来水，是指自来水公司1l工矿企业经抽取、过滤、沉淀、消毒等工序加工

后，通过供水系统向用户供应的水。农业灌溉用水、 ~I水工程输送的水等，不属

飞一~\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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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货物的范围 O

(4) 暖气和热水。

暖气和热水，是指利用各种燃朴(如煤、石油，其他各种气体或固体、液体

燃料)和电能将水加热，使之生成气体和热水，以及开发自然热能，如开发地热

资源或用太阳能生产的暖气、热气和热水。利用工业余热生产、回收的暖气、热

气和热水，也属于本货物的范围。

(5) 冷气。

冷气，是指为了调节室内温度，利用制冷设备生产的，并通过供风系统向用

户提供的低温气体。

(6) 煤气。

煤气，是指由煤、焦破、半焦和重油等经千馆或汽化等生产过程所得气体产

物的总称。煤气的范围包括:

①焦炉煤气，是指煤在炼焦炉中进行干馆所产生的煤气;

②发生炉煤气，是指空气(或氧气)和少量的真气将煤或焦破、半焦，在

煤气发生炉中进行汽化所产生的煤气、混合煤气、水煤气、羊水煤气、双水煤

气等;

③液化煤气，是指压缩成液体的煤气。

(7) 石油液化气。

石油液化气，是指由石油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低分子量的娃类炼厂气经压缩

成的液体。主要成分是丙烧、丁烧、丁烯等。

(8) 天然气。

天然气，是指蕴藏在地层内的碳氢化合物可燃气体。主要含有甲屁、乙坑等

低分子坑煌和丙坑、丁;皖、戊屁及其他重质气态煌类。天然气包括气田天然气、

油田天然气、煤矿天然气和其他天然气。

(9) 沼气。

沼气，主要成分为甲坑，由植物残体在与空气隔绝的条件下经自然分解而

成，沼气主要作燃料。本货物的范围包括天然沼气和人工生产的沼气。

( 10) 居民用煤炭制品。

居民用煤炭制品，是指煤球、煤饼、蜂窝煤和引火破。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
起，对水煤浆产品可比照煤炭，按 130毛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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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书、报纸和杂志。

因书、报纸和杂志，是指采用印刷玉艺，按照文字、图画和线条原稿印刷成

的纸制品。本货物的范围包括:

①图书，是指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出版羊位出版，采用国家标准书号

编序的书籍，以及图片;

②报纸，是指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

管理部门登记，具有国内统一刊号 (CN) 的报纸;

③杂志，是指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管

理部门登记，具有国内统一刊号 (CN) 的刊物。教材配套产品与中小学课本辅

助使用，包括各种纸制品或图片，是课本的必要组成部分。对纳税人生产销售的

与中小学课本相配套的教材配套产品(包括各种纸制品或国片) ，应按照税目

"图书"139毛的增值税税率征税。

(12) 饲朴。

饲料，是指用于动物饲养的产品或其加工品。本货物的范围包括:

①羊一大宗饲料，是指以一种动物、植物、微生物或矿物质为来源的产品或

其副产品。其范围仅限于栋款、酒糟、鱼粉、草饲朴、饲料及磷酸氢钙及除豆粉

以外的菜籽粉、棉籽柏、向日葵柏、花生粉等柏类产品。

②混合饲料，是指由两种以上单一大宗饲料、粮食、粮食及粮食副产品及产

品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置，其中单一大宗饲料、粮食2t粮食副产品的掺兑比例

不低于 959毛的饲朴。

③配合饲料，是指根据不同的饲养对象、饲养对象的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营

养需要，将多种饲料原料按饲料配方经工业生产后，形成的能满足饲养动物全部

营养需要(除水分外)的饲朴。

④复合预混朴，是指能够按照国家有关饲料产品的标准妥求量，全面提供动

物饲养相应阶段所需微量元素 (4 种或以上)、维生素 (8 种或以上)，由微量元

素、维生素、氨基酸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中任何两类或两类以上的组分与载体或稀

释剂按一定比例配直的均匀混合物 O

⑤浓缩饲料，是指由蛋白质、复合预混料及矿物质等按一定比例配制的均匀

混合物。直接用于动物饲养的粮食、饲料添加剂，不属于本货物的范围 Q 骨粉、

鱼粉按照"饲补"征收增值税。宠物饲料产品不属于免征增值税的饲朴，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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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饲料产品 139岛的税卒征收增值税。自 2000 年 6 月 1 日起，饲料产品分为征收

增值税和免征增值税两类。进口和国内生产的饲料，一律执行同样的征税或免税

政策。自 2000 年 6 月 1 日起，豆柏属于征收增值税的饲料产品，进口或国内生

产的豆柏，均按 139毛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其他柏，属于免税饲料产品，免征增

值税，已征收入库的税款做退库处理。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对饲用鱼油产品

按照现行"羊一大宗饲料"的增值税政策规定，免征增值税。矿物质微量元素

舔砖，是以四种以上微量元素、非营养性添加剂和载体的原料，经高压浓缩制成

的块状预混物，可供牛、羊等牲畜直接食用，应按照"饲料"免征增值税。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对饲料级磷酸二氢钙产品可按照现行"单一大宗饲料"的

增值税政策规定，免征增值税。

(13 ) 化月已。

化肥，是指经化学和机械加工制成的各种化学肥料。化肥的范围包括:

①化学氮肥，主要品种有尿素和硫酸接、硝酸接、破酸氢接、氯化接、石灰

氨、氨水等。

②磷肥，主要品种有磷矿粉、过磷酸钙(包括普通过磷酸钙和重过磷酸钙两

种)、钙娱磷肥、钢渣磷肥等。

③钟肥，主要品种有硫酸钳、氯化何等。

④复合肥料，是指用化学方法合成或混配制成含有氮、磷、钟中的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营养元素的肥料。含有两种的称二元复合肥，含有三种的称三元复合肥

料，含三种元素和某些其他元素的称多元复合肥料。主要产品有硝酸磷肥、磷酸

接、磷酸二氢钳肥、钙娱磷钟肥、磷酸一接，磷粉二馁，氮磷钟复合肥等。

⑤微量元素肥，只指含有一种或多种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但需要量又极少的

营养元素的肥料，如棚肥、住肥、持肥、铜肥、钮肥等。

⑥其他肥，是指上述列举以外的其他化学肥料。

(14) 农药。
农药，是指用于农林业防治病虫害、除草及调节植物生长的药剂。农药包括

农药原药和农药制剂。如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性农

药、微生物农药、卫生用药，以及其他农药原药、制剂等。

(15) 农膜。

农膜，是指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地膜、大棚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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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农机。
农机，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包括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各种机器和

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具，以及小农具。农机的范围包括:

①拖拉机，是指以内燃机为驱动牵引机具从事作业和运载物资的机械，包括

轮拖拉机、展带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和机耕船。

②土壤耕整机械，是指对土壤进行耕翻整理的机械，包括机引犁、机引耗、

旋耕机、镇压器、联合整地器、合壤器和其他土壤耕整机械。

③农田基本建设机械，是指从事农田基本建设的专用机械，包括开沟筑埂

机、开沟铺营机、铲抛机、平地机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④种植机械，是指将农作物种子或秧苗移植到适于作物生长的苗床机械，包

括播作机、水稻插秧机、栽植机、地膜覆盖机、复式播种机和秧苗准备机械。

⑤植物保护和管理机械，是指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管理、施肥、防治病虫

害的机械，包括机动喷粉机、喷雾机(器)、弥雾喷粉机、修剪机、中耕除草

机、播种中耕机、培土机具和施肥机。

⑥收获机械，是指收获各种农作物的机械，包括粮谷、棉花、薯类、甜菜、

甘英、茶叶、油料等收获机。

⑦场上作业机械，是指对粮食作物进行脱粒、清选、烘干的机械设备，包括

各种脱粒机、清选机、粮谷干燥机和种子精选机。

⑧排灌机械，是指用于农牧业排水、灌溉的各种机械设备，包括喷灌机、半

机战化提水机具和打井机。

⑨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是指对农副产品进行初加工，加工后的产品仍属农副

产品的机械，包括茶叶机械、剥壳机械、棉花加工机械(包括棉花打包机)、食

用菌机械(培养木耳、蘑菇等)和小型粮谷机械;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加工工止

产品的机械，不属于本货物的范围。

⑩农业运输机械，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运输机械，包括人力车

(不包括三轮运货车)、畜力车和拖拉机挂车;农用汽车，不属于本货物的范罔 o

⑥畜牧业机械，是指畜牧业生产中所需的各种机械，包括草原建设机械、牧

业收获机械、饲料加工.机械、畜禽饲养机械和畜产品采集机械。

⑩渔业机械，是指捕捞、养殖水产品所用的机械，包括捕捞机械、增氧机和

饵朴机;机动渔船，不属于本货物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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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林业机械，是指用于林业的种植、育林的机械，包括清理机械、育林机械

和树苗栽植机械;森林砍伐机械和集材机械，不属于本货物征收范围。

⑩小农具，包括畜力犁、畜力祀、锄头和镰刀等农具;农机零部件，不属于

本货物的征收范围。不带动力的手扶拖拉机(也称"手扶拖拉机底盘")和三轮

农用运输车(指以单缸柴油机为动力装直的三个车轮的农用运输车辆)属于

"农机"，应按有关"农机"的增值税政策规定免征增值税。

(17) 农业产品。

从 1994年 5 月 1 日起，农业产品的增值税税率由 17% 调整为 13% 。农业产
品，是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和水产业生产的各种植物、动物的初级产

品。农业产品的征税范围包括:

①粮食。

②蔬菜，是指可作副食的草本、木本植物的总称。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各

种蔬菜、菌类植物和少数可作副食的木本植物;经晾晒、冷藏、冷冻、包苯、脱

水等工序加工的蔬菜、腾菜、咸菜、昔菜和盐渍蔬菜等，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

围;各种蔬菜罐头(罐头，是指以金属罐、玻璃瓶和其他材朴包裴，经排气密封

的各种食品) ，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③烟叶，是指各种烟草的叶片和经过简单加工的叶片 o 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

括晒烟叶、晾烟叶和初烤烟叶。晒烟叶，是指利用太阳能露天晒制的烟叶;晾烟

叶，是指在晾房内自然干燥的烟叶;初烤烟叶，是指烟草种植者直接烤制的烟

叶，不包括专业复烤厂烤制的复烤烟叶。

④茶叶，是指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鲜叶和嫩芽(即茶青) ，以及经吹干、揉

拌、发酵、烘干等工序初制的茶。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各种毛茶(如红毛茶、

绿毛茶、乌龙毛茶、白毛茶、黑毛茶等) ;精制茶、边销茶及掺兑各种药物的茶

和茶饮料，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⑤园艺植物，是指可供食用的果实，如水果、呆干(如荔枝干、挂圆干、葡

萄干等)、千果、果仁、果用瓜(如甜瓜、西瓜、哈密瓜等) ，以及胡椒、花椒、

大料、咖啡豆等;经冷冻、冷藏、包苯等工序加工的国艺植物，也属于本货物的

征税范围;各种水果罐头，果脯，蜜钱，炒制的果仁、坚果，碾磨后的国艺植物

(如胡椒粉、花椒粉等) ，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⑥药用植物，是指用作中药原药的各种植物的根、茎、皮、叶、花、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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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利用上述药用植物加工制成的片、丝、块、段等中药饮片，也属于本货物的

征税范围;中成药，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⑦油料植物，是指要用作榨取油脂的各种植物的根、茎、叶、果实、花或者

胚芽组织等初级产品，如菜籽(包括芥菜籽、花，生、大豆、葵花籽、茸麻籽、芝

麻籽、胡麻籽、茶籽、桐籽、橄榄仁、棕榈仁、棉籽等) j 提取芳香油的芳香油

料植物，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⑧纤维植物，是指利用其纤维作纺织、造纸原料或者绳索的植物，如棉(包

括籽棉、皮棉、絮棉)、大麻、黄麻、搓麻、主麻、芮麻、亚麻、罗布麻、蕉麻、

剑麻等;棉短绒和麻纤维经脱胶后的精干(洗)麻，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⑨糖料植物，是指主妾用作制糖的各种植物，如甘 j骂、甜菜等。

⑩林业产品，是指乔木、灌木和竹类植物，以及天然树脂、天然橡胶。林业

产品的征税范围包括: a. 原木，是指将砍伐倒的乔木去其枝芽、梢头或者皮的

乔木、灌木，以及锯成一定长度的木段;锯材，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罔。 h.

原竹，是指将砍倒的竹去其枝、梢或者叶的竹类植物，以及锯成一定长度的竹

段。c. 天然树脂，是指木科植物的分泌物，包括生漆、树脂和树胶 i 如'松脂、
桃胶、樱胶、阿拉伯胶、古巴肢、天然橡胶(包括乳胶和干肢)等。 d. 其他，林

业产品，是指除上述列举林业产品以外的其他各种林业产品，如竹笋、笋干、棕

竹、棕榈衣、树枝、树叶、树皮、藤条等;盐水竹笋，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

围;竹笋罐头，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⑩其他植物，是指除上述列举植物以外的其他各种人工种植和野生的植物，

如树苗、花卉、植物种子、植物叶子、草、麦秸、豆类、薯类、藻类植物等;千

花、千草、薯干、千制的藻类植物、农业产品的下脚料等，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

范围。

⑩水产品，是指人工放养和人工捕捞的鱼、虾、蟹、贝类，棘皮类、软体

类、腔肠类、海兽类动物。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鱼、虾、蟹、鳖、贝类、牵来皮

类、软体类、腔肠类、海兽类、鱼苗(卵)、虾苗、蟹苗、贝苗(秧) ，以及经

冷冻、冷藏、盐渍等防腐处理和包苯的水产品;千制的鱼、虾、蟹、贝类、棘皮

类、软体类、腔肠类，如千鱼、千虾、干虾仁、子贝等，以及未加工成工艺品的

贝壳和珍珠，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熟制的水产品和各类水产品的雄头，不

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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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畜牧产品，是指人工饲养、繁殖取得和捕获的各种畜禽。本货物的征税范

围包括: a. 兽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如牛、马、猪、羊、鸡、鸭等。 h. 兽

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的肉产品，包括整块或者分割的鲜肉、冷藏或者冷冻肉、

盐渍肉，兽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内脏、头、尾、蹄等组织;各种兽类、禽类

和爬行类动物的肉类生制品，如腊肉、腾肉、熏肉等，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

围;各种肉类罐头和内类熟制品，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c. 蛋类产品，是

指各种禽类动物和爬行类动物的卵，包括鲜蛋和冷藏蛋;经加工的成蛋、松花

蛋、腾制的蛋等，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各种蛋类的罐头，不属于本货物的

征税范围。 d. 鲜奶，是指各种哺乳类动物的乳汁和经净化、杀菌等加工工序生

产的乳汁;用鲜奶加工的各种奶制品，如酸奶、奶酷、奶油等，不属于本货物的

征税范围。

⑩动物皮张，是指从各种动物(兽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身上直接剥取

的，未经揉制的生皮和生皮张;将生皮和生皮张用清水、盐水或者防腐药水浸

泡、刮旦、脱毛、晒干或者熏干，未经草草制的，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⑩动物毛绒，是指未经洗净的各种动物的毛友、绒友和羽毛;洗净毛、洗净

绒等，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其他动物组织，是指上述列举以外的兽类、禽

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其他组织，以及昆虫类动物。包括: a. 蚕茧，包括鲜茧、干
茧和蚕蜻; h. 天然蜂蜜，是指采集的未经加工的天然蜂蜜、鲜蜂王浆等; c. 动

物树脂，如虫肢等; d. 其他动物组织，如动物骨、壳、兽角、动物血液、动物

分泌物、蚕种等。

(18)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自2007 年 1 月 1 日起，将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增值税税率由 17% 下调

至 139毛。音像制品，是指正式出版的录有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唱片、激光

唱盘和激光视盘。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使用计算机用程序，将图

文声像等内容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具有确定的物理形态的磁、尤、电等介质

上，通过内嵌在计算机、手机、电子阅读设备、电子显示设备、数字音/视频播

放设备、电子游戏机、导航仪，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上读取使用，具有

交互功能，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的大众传播媒体。电子出版物载

体形态和格式主要包括只读光盘 (CD 只读光盘 CD -ROM 、交王式光盘 CD -I 、

照片光盘 Photo - CD、高密度只读光盘 DVD - ROM、蓝光只读光盘 HD -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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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和 BD ROM等)、一次写入式光盘(一次写入 CD光盘 CD-R 、一次写入高

密度光盘 DVD-R 、一次写入蓝光光盘 HD - DVD/R ，BD - R 等)、可擦写光盘

(可擦写CD尤盘 CD-RW 、可擦写高密度光盘 DVD-RW 、可擦写蓝光光盘 HD-

DVD-RW 和 BD-RW 、磁光盘 Mo等)、软磁盘 (FD) 、硬磁盘 (HD) 、集成电

路卡( CF卡、MD卡、SM卡、MMC卡、 RS -MMC 卡、MS卡、 SD卡、XD 卡、

T - Flash 卡、记忆棒等)和各种存储芯片 o

(19) 盐。
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盐适用增值税税率由 17% 统一调整为 1313毛。盐，是

指主体化学成分为氯化铀的工业盐和食用盐，包括海盐、井矿盐和湖盐。

(20) 二甲睦。

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二甲盹按 1313毛的增值税税率征收增值税。二甲耻，

是指化学分子式为 CH30CH3，常温常压下具有轻微谜香味，易燃、元毒、无腐

蚀性的气休。

(21) 生皮、生毛皮等动物皮张类商品。

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对生皮、生毛皮等动物皮张类商品(参见表 5 一1)

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按 13% 的税率计征。

按 13%税率计征逝口环节增值税的动物皮张类商品表 5 -1
税率 商品名称

生牛皮(包括水牛皮)、生马皮(鲜的、盐腾的、干的、石灰浸 j贵的、浸酸的或以其他方

法保藏，但未革牵制、未经羊皮纸化处理或进一步加工的) ，不论是否去毛或剖层

经退草草处理的，完全千燥的每张重量不超过 8 千元，千盐腾的不超过 10 千克，鲜

的、温盐腾的或以其他方法保藏的不超过 16 千元的整张牛皮
完全干燥的每张重量不超过 8 千元，千盐腾的不超过 10 千元，鲜的、 ili盐腾的或以

其他方法保藏的不超过 16 千元的整张其他牛皮

13%
完全千燥的每张重量不超过 8 千元，子盐腾的不超过 10 千元，鲜的、温盐腾的或以

其他方法保藏的不超过 16 千元的整张马庆
经退草草处理的，重量超过 16千克的整张牛皮
重量超过 16 千元的整张其他牛皮
重量超过 16 千元的整张马皮
经退草草处理的其他牛皮，包括整张或半张的背皮及政皮

其他牛皮，包括整张或半张的背皮及政皮

其他马皮，包括整张或半张的背皮2t�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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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或羔羊生皮(鲜的、盐腾的、干的、石灰，是在的、浸酸的或经其他方法保藏，但未草草制、未

经羊皮纸化处理或进一步加工的)，不论是否带毛或剖层

带毛的绵羊或羔羊生皮

经退草草处理的，反酸的不带毛的绵羊或羔羊生皮

其他浸酸的不带毛的绵羊或羔羊生皮

J 经退揉处理的，不带毛的绵羊或羔羊生皮

其他不带毛的绵羊或羔羊生皮

其他生皮(鲜的、盐腾的、干的、石灰浸渍的、硅酸的或以其他方法保裁，但未草草制、

未经羊皮纸化处理或进一步加工的) ，不论是否去毛或剖层

爬行动物生皮

生猪皮

经退草草处理的山羊板皮

其他山羊板皮

经退草草处理的其他山羊或小山羊生皮
l3%

其他山羊或小山羊生皮

其他动物生皮

生毛皮(包括适合加工皮货用的头、尾、爪及其他块、片) ，但税号 41.01、41 02 I

或 41 03 的生皮除外

整张水绍皮，不论是否带头、尾或爪

下列羔羊的整张毛皮，不论是否带头、尾，或爪.阿斯特拉罕、喀拉科尔、 4皮斯羔羊|

及类似羔羊，印度、中国或蒙古羔羊

整张狐皮，不论是否带头、尾或爪

整张免皮，不论是否带头、尾或爪

整张的其他毛皮，不论是否带头、尾或爪

适合加工皮货用的黄鼠狼尾

其他适合加工皮货用的头、尾、爪及其他块、片
」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旧《增值税暂行条例》以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全属

矿采选产品以及非金属矿采选产品也适用 139毛的税率，但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这些产品全部适用 17% 的税率。

全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

①黑色金属矿禾选产品，是指人工开采的供提取铁、锤、络全属的原矿和经

过选矿工序生产的矿砂和矿粉。将原矿或选矿后的矿砂、矿粉经般烧或烽烧生产

的人造富矿(包括烧结矿、 5点团矿)，也属于"黑色全属矿禾选产品"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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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②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是指人工采选的供提取铁、缝、络金属以外的其他

全属矿的天然矿石、矿砂和矿粉，不包括经冶炼或化学方法生产的有色金属化合

物。将有色金属原矿或选矿后的矿砂、矿粉经;股烧或烽烧后的有色金属烽烧矿，

也属于"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征收范围。

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除金属矿采选产品以外的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和

煤炭。

①非金属矿采选产品，是指从天然矿床中采选的除金属矿采选产品以外的其

他非金属矿的矿石、矿砂和矿粉，不包括经焕烧、培烧和加工的产品。未经加工

的建筑用天然材料，也属于"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征收范周。

②煤炭，是指直接从地下开采出来的原煤和经洗选、精选工序生产的沈煤和

选煤。在开采、沈选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落地煤、石煤、手拣煤、风化煤、煤泥

等，也属于"煤炭"的征收范围。

1994 年税制改革时，部分矿产品仍实行计划价格和计划调拨，历史遗留问
题较多，经国务院批准. 1994 年 5 月起将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税率由
17%调整为 13% 。这一政策对采掘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出现

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对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适用低税率，不符合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的要求;二是减少了资源开采地的税收收入，削弱资源开采地提供公共

产品的能力;二是矿产资源基本都作为原料使用，矿山企业少缴的增值税阁下个

环节减少进项税额而科征回来，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四是导致征纳双方妥对这类

适用低税率的货物与其他货物划分，增大征收和纳税成本。

增值税转型改革后，矿山企业外购设备将纳入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周，整体税

负将有所下降。为公平税负，规范税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需要将金属

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培值税税率恢复到 179毛。
提高矿产品增值税税率以后，因下个环节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应增加，最终

产品所舍的增值税在总量上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只是税负在上下环节之间会发生

一定转移，在总量上财政并不因此增加或减少收入。

除上述一般情况下使用的税率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还规定了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劳务适用的税率以及兼营应征增值税

的非应税劳务适用的税率 O 属于前者，应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和货物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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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未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属于后者，纳税人销售不

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并兼营属于一并征增值税的非应税劳务的，其非应税

劳务应从高适用税率 C

2. 征收率和扣除率

(1)征收率是对一些经营规模较小，会计核算不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采用

简化办法计算其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应纳增值税的比率。我国增值税征收率

的纳税人包括以下 3 类:

①小规模纳税人均按 3% 的征收率增收增值税。

②寄售商店代销的寄售物品、典当业销售的死当物品以及单位和个体经营者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游艇、摩托车和应征消费税的汽车，无论销售者是否属于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均按 6%征收增值税，并且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③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部分建材商品、小型水力发电的电力、自来水及有关

生物制品，可选择采用简易办法或采用规范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但所选择的办

法至少 3年内不得变更，元论采用哪种方法均可由其自己开具专用发票。

(2) 扣除率是指有关货物购进作为进项税额准予抵扣销项税额的比率。《增

值税暂行条例》规定扣除率为 10% 。

其主要适用于:

①购买免征增值税的农业产品。

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固定资产除外)所支付的运输费用(目前

扣除率降为 7% )。

③从事废旧物资经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购废旧物资所支付的收购金额。

增值税的免征

下列项目可以免征增值税:

(1)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生产单位和个人

销售自产初级农业产品。

(2) 来料加工复出口的货物。

(3) 下列企业(项目)进口的规定自用设备和按照合同随同设备进口的技

术及配套件、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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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以内进

口的。

②企业为生产《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中所列的产品而进口的。

③软件企业进口的。

④已经设立的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先

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改造，在批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

利用投资总额以外的自有资金进口的。

⑤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在投资总额以内的进口的。

⑥符合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利用外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目录的项

目，在投资总额以内进口的(在投资总额以外利用自有资金进口者也可以享受一

定的税收优惠)。

(4)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引进集成电路技术和成套生产设备，单项进口集成

电路专用设备和仪器，符合国家规定的;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进口自用的原材料、消耗品。

(5) 企业为引进《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中所列的先进技术而向境外支

付的软件费。

(6) 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进口的设备。

(7) 避孕药品和用具 c

(8) 向社会收购的古旧图书。

(9) 国家规定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在合理的数量范围以内，进口国内

不能生产的科研和教学用品，直接用于科研或者教学的。

(10) 直接用于农业科研、试验的进口仪器、设备。

(11)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元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12) 中国境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规定无偿向受赠人捐赠进口的

直接用于扶贫、慈善事业的物资。

(13 )符合国家规定的进口的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

(14) 个人(不包括个体经营者)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但是摩托车和

属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汽车等除外(上述项目应当按照 6% 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

税)。

(15) 承担粮食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业销售的粮食，其他粮食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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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队用粮、救灾救济粮和水库移民口粮，销售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

(16) 军用工业企业、军队和公安、司法等部门所属企业和一般企业生产的

规定的军、警用品。

(17) 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假肢、轮椅、矫形器。

(18) 个体残疾劳动者提供的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

(19) 符合国家规定的利用废渣生产的建材产品。

(20) 血站供给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

(21)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生产自用的制剂。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

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 3年以内，自产自用的制剂

也可以免征增值税。

(22) 校办企业生产的应税货物，用于本校教学、科研方面的。

(23)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电影制片厂销售的电影拷贝。

(24 )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

此外，种子、种苗、饲料、农用塑料薄膜、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业生

产资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工会、共产

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新华社、军队的机关报刊;大学、中学、小学学生课

本;专门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刊;科学技术书刊;县以下新华书店和农村供

销社销售的出版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汁算机软件产品、自

产的集成电路产品;企业生产用的黄金;校办企业、民政福利生产企业、民族贸

易企业等，在增值税方面也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如定期减税、免税或者先征后

退、即征即退、先征后返等)。

个人纳税人销售没有达到财政部规定起征点的，可以免征增值税。现行规定

是: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 2 000 -5 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

为月销售额 1 500 - 3 000 元;按照每次取得的销售收人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

(日)营业收入 150 -200 元。各地的起征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

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上述规定的幅度以内确定。

增值税的其他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

如果纳税人兼营免征、减征增值税的项目，应当单独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

销售额。如果纳税人不单独核算其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税务机关将不予办

理免税、减税。

1/

〈王江J':'



飞岛今下简 税收知识与纳税筹划

第二节 {般纳税人与小规棋纳税人的认定

1.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是指年应税销售额达到规定标准的企业和企业性单位。

(1)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条件。

①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

应税劳务为主，丹: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以下

简称应税销售额)在 50万元以上(不含本数，下同)的，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
人。反之，则一律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②除上述①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 80 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

一般纳税人。反之，则一律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对于虽然符合上述标准，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除个体经营者以外的其他个人、不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企业和非企业性单

位、全部销售免税货物的企业。

(2) 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程序。

①提出申请报告。

符合一般纳税人规定条件的纳税人，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时，由提

出申请报告，并提供下列有关证件资料:营业执照及税务费记证;有关合同、章

程、协议书;办税人员名单且其证书;银行账号证明;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

纳税情况综合报告;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新开业企业的验资证明;税

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②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

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申请报告和有关证件、资料经初步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

发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 .一式三份，由企业填写井上报待批。

《增值税-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的内容与填制要求如下:

飞-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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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情况。要求填写申请时间、经营地址、电话、邮政编码、经营范

围、经济性质、开户银行账号、职工人数等。

�纳税人年度纳税资料。要求填写生产货物的销售额，加工、修理、修配的

销售额，应税销售额合计，固定资产规模等，以便税务机关据以判断企业是否超

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会计核算状况。要求填写专业财务人员人数，设置账簿种类，能否准确核

算进项、销项税额等情况，以便税务机关据以判断企业会计核算是否健全。

�审批意见，由有关税务部门填写。

③税务机关认定。

负责审批的税务机关审核认定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即在企业《税务登记证》

副本首页上加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专章。

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定的一般纳税人，可按增值税税法规定计算应税额，并使

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2. 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为:

(1)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

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以下简称应税销售额)在 50 万元以下(含本数，下同)的。

(2) 除上述(1)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 80万元以下的。

(3) 所称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是指纳税人的年货物生

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占年应税销售额的比重在 50% 以上。

(4)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人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伊输棋起讯、

上述是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明确了小规模纳税人在销售额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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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标准。实际上，这也是明确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

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1)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

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以下简称应税销售额)在50 万元以上(不含本数，下同)的，可以认定为一

般纳税人。反之，则一律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2) 除上述(1)项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 80 万元以上的可

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反之，则一律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3) 对于个人，元论是否超过标准，一律按小规模纳税人看待。

(4) 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

人纳税。

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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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应纳税额的计算

1.销售额

正确计算应纳增值税额，需要首先准确核算作为增值税计税依据的销售额。

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在确定增值税计税销售额时应注意下列几个

问题:

(1)价外费用的认定。

价外费用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

润、奖励费、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

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下列项目

不包括在内:

①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

②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③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或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

(2)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采用销售额和销项税额合计定价方法的，

按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 +税率}

{例5 -1] 某公司销售电视机 200 台，每台合税价格 3500 元，该产品的增

值税税率为 17% ，则该产品应税销售额为:

含税销售额 =200 x3 500 =700 000 (元)

应税销售额 =700000 -;- (1+ 179毛) =598290.60 (元)

(3) 棍合销售行为的销售额。

混合销售行为的销售额为应税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销售额的合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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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价格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或有视同销售

货物行为而无销售额的，按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

a:按纳税人当月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②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③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组成计税计价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 x (1 +成本利润率)

属于应征消费税货物，其组成计税价格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 x (1+成本利润率) +消费税

公式中的成本是指:销售自产货物的为实际生产的成本，销售外购货物的为

实际采购成本。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5) 出租出借包装物。

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单独记账核算，不计人销

售额征税。但对因逾期未收回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应按所包装货物的适用税

率征收增值税。

(6) 折扣销售。

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

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

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7) 以旧换新销售。

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应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

售额。

(8，)还本销售。
纳税人采取还本销售方式销售货物，仍以货物的销售额为计税销售额，不能

从中扣除成本。

2. 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是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时，按照销售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

并向购买方价外收取的增值税额。

销项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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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2] 某公司本月销售额为 1 000000 元，适用税卒为 179毛，则该公司

本月的销项税额为:

销项税额= 1 000000 x 17% = 170000 (元)

但一般纳税人因销货退回或折让而退还给购买方的增值税额应从发生销货退

回或折让当期的销项税额中抵减。

3. 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是纳税人购进货物、接受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增

值税的核心就是用纳税人收取的销项税额抵扣其支付的进项税额，为纳税人实际

缴纳的增值税额。因此应分清哪些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哪些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以

及何时可以抵扣。

(1)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①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②购进免税农业产品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买价的 139毛的扣除率计算。

其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
进项税额=买价x 扣除率

公式中的买价，包括纳税人购进免税农业产品所支付给农业生产者的价款和

按规定代收代缴的农林特产税。其中"价款"是指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使用的

收购凭证上注明的价款。

【例5 -3] 某公司收购水果 20 吨，每吨价款 850 元。水果的农林特产税税

率为 12% ，则购买水果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进项税额= (850 x 20 + 850 x 20 x 129毛)x 13%

= (17000 +2 040) x 13%

=19040 x13%

=2475.2 (元)

③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固定资产除外)所支付的运输费用，可按运输结

算票据(普通发票)所列运费的 7%计算准予扣除的进项税额。

④从事废旧物资经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购废旧物资，且不能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根据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使用的收购凭证上注明的收购金额，依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准予抵扣。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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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准抵扣的进项税额:

①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未按照规定取得、保存增值税扣税凭

证，或者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未按照规定注明增值税额及其他有关事项的，其进项

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②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油费的购进

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③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 ;

④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起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

⑥上述第②项至第⑤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费用 C

(3) 进项税额申报抵扣时间的确定

根据税法有关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其进项税额申

报抵扣的时间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①工业企业购进货物(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 ，必须在购进的货

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物尚未到达企业或验收入库

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②商业企业购进货物(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 ，必须在购进的货

物付款后方可申报撮扣进项税额。尚未付款或未开商业承兑汇票的，其进项税额

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③一般纳税人购进应税劳务，必须在劳务费用支付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

额。对接受应税劳务，但尚未支付款项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

税额予以抵扣。

纳税人如果违反了上述规定，税务机关查出后，则从当期进项税额中剔除，

并在该进项发票上注明，以后不论其货物到达或验收入库或支付款项，均不得计

人进项税额申报抵扣。

4. 应纳税额的计算

销项税额扣除进项税额后即为应纳税额。但增值税应纳税额一般不是每发生

一次应税销售行为就叶征一次增值税，而是按期计算缴纳。因此，应纳税额的计

算公式是:

飞\立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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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就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例5 -4] 甲公司 2 月份不合税销售收入为 90000 元，增值税税率为 17% ，

当月进项税额合计 1 000 元，则该公司本月应纳增值税为:

应纳税额= 90 000 x 17% - 1 000 = 14 300 (元)
{例5 - 5] 某公司 7 月购进安装材朴一批，其全额为 30 ∞ o∞元，并支付运

费，货运发票上注明款额为 40∞0 元，当月安装材料销售额为 50 ∞栅元。另外完

成一项安装工程，获劳务收入 650 ∞0 元。安幸之中购进一些货物供使用，有各种安

装零件 30 ∞0 元，辅助材料 40000 元，假设上述货物增值税率均为 179毛，购销

价款均为不含税价款，如该企业的销售业务与安装业务各自单独核算，试计算该

公司当月应纳增值税额。

因为该公司对销售货物和提供增值税非应税劳务不能单独核算，因而对其货

物销售收入和非应税劳务收入一并计算增值税。

当月销项税额= (5 000 000 + 650 000) x 17% = 960 500 (元)
购买材料支付的运费按 7% 抵扣。

当月进项税额= (3 000 000 + 30000 + 40 000) x 179毛+40000 x 7% =

524700 (元)

当月应纳增值税额= 960 500 - 524 700 = 435 800 (元)①
另外，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按照销售额和条例规定的 3% 的

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是:

应纳税额=销售额 x 征收率

其中，销售额的确认，与一般纳税人计算销项税额时的计税销售额的确认一

致。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收取的价款包含增值税额，按下列公式计

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 (1 +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因销货退回或折让退还给购买方的销售额，应从发生销货退回

①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于 2009 年 1 月 1 日施行，其规定固

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予以抵扣，相关的会计处理亦需根据新的法规作相应的修改。请

广大读者朋友即日起关注相关法规条例，本书中涉及到固定资产购买、销售、盘亏、盘盈等

会计处理时也需根据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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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折让当期的销售额中扣减 c 对一般纳税人按简易办法计算墩纳增值税的，其具

体计算与小规模纳税人相同。

[例5 -6] 某小规模纳税人本月取得商品销售收入(含税) 21 200 元。则该

小规模纳税人本月应纳税额为:

销售额 =21200 + (1+3%) =20 582.52 (元)

应纳税额 =20 582.52 x 3% =617.48 (元)

特殊经营行为应组塾鲤国血主

1.混合销售行为

【例5 -7] 某木制品公司生产销售木制地板砖，并代为用户施工。 2008 年 6

月，该公司承包了某文化馆的地板工程，工程总造价 80 000 元，其中，本公司

提供的木制地板砖 50000 元，施工费 30 000 元。工程完工后，该公司给文化馆

开具了普通友票，并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收回了货款(含施工费)。该项业务的销

项税额应如何计算?

木制品公司此项销售行为所涉及的货物和非应税劳务是针对一项销售行为，

即提供非应税劳务是直接为了销售一批货物而做出的，属于税法中规定的混合销

售行为。同时税法又规定，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

个体经营者以及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

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提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

税。因此，木制品公司该项业务的销项税额为:

80 000 + (1+ 17%) x 17% = 11 623.93 (元)

[例5 -8] 某饭店为顾客供应饭菜，当月取得饮食收入 60000 元，同时为用

餐顾客供应烟、酒、饮抖等，收入 15600 元。请问该饭店应如何计税?

该店取得的饮食收入和销售烟酒的收入是因同一项业务而发生，饮食收入属

于营业税中服务业项目，销售烟酒的收入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则该店的行为属

混合销售行为。但该企业不属于上例分析中所述的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

的企业及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所以该店

的全部收入应缴纳营业税，营业税率为 5% ，即:

(60000+15600) x5%=37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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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兼营非应税劳务

[例5 -9] 某计算机服务公司，以销售计算机为主，并从事软件开发，

为客户提供咨询等业务。 2008 年 4 月该公司销售计算机取得收入 800000 元

(不含税)，软件开发取得收入 100000 元;为客户提供咨询及计算机维修共

取得收入 50000 元，这两项收入因故未分别核算。请问对该公司的上边业务

应如何计税?

根据税法规定，该公司的经营行为属于兼营非应税劳务。销售计算机以

及为客户提供维修服务应征收增值税，开发软件及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属营

业税税目。又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

务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对货物和应税劳

务的销售额按各自适用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对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即营业

额)按适用的税率征收营业税。如果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货物或应

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销售额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

增值税。

因此，该公司销售计算机应征收增值税，其销项税额为: 800 000 x 179毛=

136000 (元);软件开发收入应征营业税: 100000 x5% =5000 (元);为客户

提供咨询及计算机维修收入因未分别核算，均征收增值税 50000+ (1+17%)

x 179毛 =7264.96 (元)。

3. 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

[例5 -10 】某机械厂 2008 年 2 月发生如下业务，销售农用机械取得收入

560000 元(不含税) ，为客户提供修理修配业务取得收入 40000 元(不合税)。

该企业对不同收入分别核算处理，请问如何计算这两项业务的增值税钳项税额

(销售农用机械增值税税率为 139毛)?

根据税法的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分别核算

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并按照不同的税率各自计算应纳税额。未

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因而该企业应分别计算不同业务的销项税额:

销售农机收人的销项税额 =560000 x 139毛 =72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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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修配业务收入的销项税额 =40000 x 17% =6800 (元)

4. 销售退回或拆让

[例5 -11] 某机械厂 2008年 4 月销售机器设备一台，不合税价 100000 元，

实收货款 50000 元，应收货款 50000 元，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机械厂已入
账;但 5 月份客户以机器设备不符合其生产条件为由要求退货，同时购买方也已
作账务处理。请问购销双方应如何处理退货及相关的增值税业务?

根据税法的规定，若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并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后发

生退货或销售折让，在购买方己付货款，或者货款未付但己作账务处理，发

票及抵扣联无法退还的情况下，购买方必须取得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

货退回或索取折让证明单(下称证明单)送交销售方，作为销售方开具红字

专用发票的合法依据。销售方在收到证明单后，根据退回货物的数量、价款

或折让金额向购买方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红字专用发票的存根联、记账联作

为销售方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其发票联、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扣减当期

进项税额的凭证。

因而此例中的购销双方应做如下处理:

①购买方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进货退回证明单。

②购买方将证明单交予销售方，销售方出具红字专用发票。

③购销双方凭红字发票扣减当期进项税额、销项税额。

与销项税额有关的会计处理

纳税人在对外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以及在发生视同销售行为时，都会

涉及销项税额的账务处理。现根据不同情况说明如下。

1.正常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纳税人按照实现的销售收入和按规定收取的增值税额，借记"银行存

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科目;按实现的销售收入，贷 i己"主营
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按照规定收取的增值税额，贷记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科目。发生销货退回或折让，作相

反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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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 12] 某工厂 2008 年 10 月 8 日对外销售一批商品，售价 100000 元，

货款已收到并存入银行。应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17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

2 视同销售

(1)纳税人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应按分配货物的售价或组成计税价格和增值税销项税额之和，借记"应付股

利"科目;按应税货物的售价、组成计税价格，贷记"主营业务收人"、"其他

业务收人"科目;按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科目。

[例5 -13] 某工厂 10 月 10 日将自产的甲产品和委托加工的乙产品作为应

付利润分配给投资者。甲产品售价总计 50 000 元，委托加工乙产品没有同类产

品售价，委托加工成本 20000 元。则:

甲产品应计销项税额 =50 000 x 179毛

= 8500 (元)

乙产品组成计税价格 =20 000 x (1+10%)

=22 000 (元)

乙产品应计销项税额 =22 000 x 17%
=3740 (元)

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应付股利

贷:主营业务收入一→-甲产品

84240

50000

其他业务收入一-乙产品 220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2240

(2) 纳税人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

应视同销售货物计算销项税额，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其会计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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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长期股权投资一一股票投资、其他股权投资(技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存货跌价准备

贷:库存商品等(投出资产的账面余额)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公允价值×税率)

银行存款(支付的相关费用)

[19115 -14] 某工 T lO月11 日将购入的一批原材料对外投资，其购进成本

为 2000000 元。

企业将外购材料用于对外技资，应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额。在计算销项税额

时，应按其组成的计税价格进行计算。

组成的计税价格=成本 x (1+成本利润率)
= 2 000 000 x (1+ 10% )
=2200000 (元)

销项税额 =2200 0∞ x 179毛
=374 000 (元)

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一一其他股权投资 2374 ∞o
贷:原材料 2000 ∞o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74 ∞0
年终计算所得税时，应调增收入 22∞000 元，调增成本 2 000 000 元。

(3)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应视同销售货物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按所赠货物的成本与所赠货物售价或

组成计税价格乘以税率计算的应纳增值税额之和，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

按所赠货物成本，贷记"库存商品"、 "原材料"等科目;按应纳的销项税额，

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例5 一 15]某工厂 10 月 12 日将自产丙产品元偿赠送他人，生产成本 10000

元，售价 14500 元，将购进的 A 材料 500 千克无偿赠送他人，该材料实际成本

30 元/千元，则:

丙产品应计销项税额= 14500 x 179毛 =2465 (元)

A 材料府计销项税额 =5∞ x30 x 17% =2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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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营业外支出 30015

贷:库存商品一一丙产品 10∞o
原材料一-A 材料 15∞o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015

(4) 纳税人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纳税人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包括提供非应税劳务、转

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职工福利及个人消费)的，在

货物移送时，按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的成本及其增值税销项税额之和，借记"其

他业务成本"、"在建工程"、"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按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

的成本，贷记"库存商品"、"原材料"、"周转材料"等科目;按应纳税额，贷

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购进货物明确用于非应税项目，不属于增值税纳税范围，因此，不视同

销售。

{例5 -16] A 工厂 10 月 15 日为 B 厂的食堂特制一批丙产品，丙产品的成

本为 100000 元，无同类产品的对外售价。

企业发生的视同销售行为，元同类产品的对外售价的，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算

其销项税额。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 x (1+成本利润率)

= 100 000 x (1+ 10% )

= 110000 (元)
销项税额=组成计税价格×增值税税率

= 110000 x 17lJ毛

= 18700 (元)
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一一丙产品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18 700

100000

18700

年终计算所得税时，应调增收入 110000 元，调增成本 100000 元。

[例5 -17 】某工厂 10 月 16 日将自产的丁产品 100个，用于职工福利分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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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其成本为 350元/个，对外不含税售价为 450元/个，则:
销项税额 =450 x 100 x 17% =7650 (元)

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应付职工薪酬 4265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650

库存商品一一丁产品 35000
年终计算所得税时，应调增收人 45000 元，调增戚本 35000 元。
购进货物直接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购进时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购

进货物已成消费品进入最终消费领域，因此不视同销售。

3. 纳税人发生其他视同销售行为

纳税人发生的其他视同销售的行为主要包括: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受

他人委托，为其代销货物;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统一核算的其他机构用于

销售。

(1)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委托其他单位代销产品，接增值税税法规定，应于收到代销单位送交的代销

清单的当天，销售成立，发生纳税义务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委托代销有两种方式:买断方式和收取手续费方式。采取买断方式代销

商品，代销方可以自己制定销售价格，销售价格与买断价格之间的差额为代

销方的利润。委托方收到代销清单，按应收的款项，借记"应收账款"或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主营

业务收入"科目。采取收取于续费方式代销商品，代销方只能按代销协议确

定的代销价格销售代销商品。企业发出代销商品时，借记"委托代销商品"

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企业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靖单，并根据代销

清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

入"、"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科日 U 委托单位支付的手续

费，应在接到受托单位转来的普通发票后，借记"销售费用"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科日 C

[例5 -18] 某工厂 10月 17 日委托某商行代销甲产品 160件，不含税代销价
440元/件，税率 17%，羊位生产成本 320 元，月未收到商行转来的代销清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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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已售甲产品 96 件的价款 42240 元，收取增值税 7 180. 8 元，开出增值税专

用发票。代销手续费按不合税代销价的 5% 支付，己通过银行收到扣除代销手续

费的全部款项。应作如下会计分录:

发出代销商品时:

借:委托代销商品 51 200

贷:库存商品一一甲产品

收到商行转来的代销清单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一甲产品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销售费用一一手续费

贷:银行存款

结转代销商品成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一一甲产品 30720

贷:委托代销商品 30720

(2) 销售代销货物的会计处理。

销售代销货物，与委托代销货物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受托方收

到代销货物时，应作为资产与负债的同时增加，借记"受托代销商品"科目;

贷记"代销商品款"科目;销售代销货物时，以收 it销售款或取得销售款凭证
的当天，确认收入实现及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并按货款及税款，贷记"主营业

务收入"、"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

其他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用于销售的会计处理。

货物移送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调出方计销项税额，调人方计进项税额。

{例5 一 19] 君河工厂 10 月 16 日将自产货物100件，每件不合税售价 1 000元

调往所属万兴公司(一般纳税人)用于销售。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万兴公司的会计分录:

51200

49420.8

42240

7 180.8

2 112

2112

借: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贷:应付账款一一君河工厂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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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闲工厂的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一一万兴公司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 包装物出售、出租及没收押金

包装物随同货物一起出售，不论是杏单独计价，均应计人销售额并计征增

值税。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科目;贷记"主营营业收入"、"其他

业务收入"、"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II5 - 20 ]某工厂 10 月 18 日销售给本市某公司带包装物的丁产品 900

件，包裴物羊独计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列明产品销售价款 144000 元，包

装物销售价款 27000 元，增值税额 27285 元，款已到并存入银行。应编制

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198285

贷:主营业务收入一一丁产品 144 000

其他业务收入一-包装物销售 270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7 285

按税法规定，计税的销售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企业困包装物出租收取的租金属于价外费用，应缴纳

增值税。

[f9~5 - 21] A 工厂 10 月 19 日采用银行汇票结算方式，销售给 B公司甲产

品 600 件，每件价格为 440 元，增值税额为 44 880 元，包苯物 600 个出租，承租

期两个月，共计租金 5 616 元，一次收取包苯物押金共 28080 元，总结算全额
342576 元。

按规定，收取的包装物租金应计算的销售额，不包括向购采方收取的销项税

额，应换算销售额，再计算应缴增值税。则:

包装物租金销售额 =5616 +(1+179毛) =4 800e元)

包装物租金应计销项税额 =4800 x 17% =816( 元)

应编制会计分录:

117000

l∞000
17000

飞之五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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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342576

贷:主营业务收人一一甲产品 264000

其他业务收入一一包装物租金 480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5696

其他应付款一一存入保证金 28080

、出租包装物因逾期未还而没收的，会计和税法上确认为收入。押金是含税

的，没收时应将包装物押金还原为不含税价格，再并入其他业务收人征税;没收

包装物押金适用的税率是包装物的适用税率;对没收包装物押金而计提的消费

税，应计入"其他业务成本"科目。

[例5 - 22] 某工厂 10 月 22 日销售 A 产品 100件，成本 280 元/件，售价

480 元/件，每件收取包苯物押金 74. 80元，包表物成本价为 56 元/件，该产品是

征收消费税的产品，税率为 10% ，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销售产品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一 -A 产品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其他应付款一一存入保证金

结转销售成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一 -A 产品

贷:库存商品← -A 产品

计提消费税时: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

逾期未退还包装物没收押金时:

借:其他应付款一一存入保证金

贷:其他业务收人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结转包装物成本时:

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周转材料一一出租、出借包装物

〈正/

63640

48 000

8 160

7480

28 000

28000

4800

4800

7480

6393.16

1 086.84

5600

5600



旷 w 梦声

》掉下白 白白却识与均由主划

计提消费税时:

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与进项税额有关的会计处理

639.32

639.32

1.纳税人在国内采购货物

应当按照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应计人采购成本的金额，借记"材料采购"、

"原材料"等科目;按照专用发票 f二注明的增值税税额，借记"应交税费
→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科目;按照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贷记

"银行存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科目。购入货物发生的退货作相

反的会计分录。

[~J5-23] 某工厂 2008 年 10 月 23 日向本市某工厂采购 B 材料 500 公斤，

20 元/公斤，增值税额 1 700 元，材料已验收入库，发票收到并以转账支票支付。

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一← B材料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10 000

1 700

11 700

2. 纳税人接受应税劳务

应当按照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应叶人加工、修理修配的货物成本的金额，借记

"其他业务成本"、"制造费用"、"委托加工物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等科目;按照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科目;按照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

款"等科目。

[例5 -24] 某工厂 10 月 23 日以银行存款支付办公用品修理费，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的修理费 1 000 元，增值税 170元，修理的办公用品有 40% 为生产

车间专用， 60% 为厂部科室专用。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 400

管理费用 600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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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170

1 170

3. 纳税人接受投资转入货物

应按专用发票上列明的双方确认的不含税价格，借记"原材料"、"周转材

料"、"库存商品"等科目;按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

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按货物的不含税价格与增值税额的合计

数，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科目。

[例5-25] 10 月 24 日某工厂接受海棠工厂投资转入的一批原材料，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200000 元，增值税 34000 元，货已到并验收入库。应编制

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 20000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000

贷:实收资本 234000

4. 纳税人接受捐赠转入货物

应按照捐赠货物确认的价值，借记"原材料"等科目，以及按照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按照

捐赠货物确认的价值与现行税率计算的未来应交的所得税，贷记"递延税款"

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例5 -26] 某工厂 10 月 25 日接受华兴工厂指赠的 C材料，增值税专用发

票注明价款 20000 元，增值税额 3400 元，材料已验收入库。假定所得税税率

25% 0 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一-c材料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贷:递延税款

资本公积一-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20000

3400

5850

17550

5. 购进免税农产品

应当按购人农产品的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
/贵

〈五L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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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科日，按买价扣除规定计算的进项税额后的数额，借记"材料采

购"等科目，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

等科目。

[例5 -27] 某工厂 10 月 26 日购进免税农产品一批，并已验收入库，其买

价为 47 000 元，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则:

应抵扣的进项税额 ==47000 x 10% ==4700 (元)

应编制会 r I分录:
借:原材料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42300

4700

47000

6. 进口货物的会计处理

应按进口货物的采购成本，借记"材料采购"、"原材料"等科目，按照海

关提供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一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科曰: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

科目。

[例5 - 28] 某工厂 10 月 26 日从国外进口一批材料并己验收入库，海关

核定的关税完税价格为 1 500 000 元，应纳关税 225 000 元， ，占费税75 000

元。则:

增值税进项税额=(15∞ 000 +225 ∞0+750 ∞)x 17% =306ωOC 元)
借:原材料 1 800 00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06∞o
贷:银行存款 2106 000

进项税额转出的金计处理

对进项税额作转出的会计处理主要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发生非正常损失;

二是改变用途 O

l.发生非正常损失

纳税人的购进货物、在产品、产成品发生非正常损失时，应将购进项目的进

~



均增值税卢℃

项税额与遭受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在产品、产成品成本一起转人"待处理财

产损溢"科目，应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原材料"、"生产成本

(基本生产)"、"库存商品"等科目，同时贷记"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科目。

[例5 -29] 某工厂 10 月份丢失产品 l∞件，每件成本 1∞元，其中每件产品

中，外购货物和应税劳务比例为50% ，综合抵扣率为16% 。原因未查明。

应转出进项税额= 100 x 100 x 50% x 16% = 800 (元)
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一-待处理流动资产损谧

贷: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0800

10 000

800

2. 改变用途

纳税人本应用于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己抵扣了进项税额，

又转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等其他用途的，应将

其进项税额转入有关项目成本，同时抵减已抵扣的进项税额，借记"在建工

程"、"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转出)"科目。

[例5 -30] 某工厂 10 月 27 日将购入的用于生产应税产品的原材料 10 000

元，转用于本企业厂房建设，其进项税额为 1 700 元。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在建工程 11 700

贷:原材料 10 00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 700

出口退挠的会计处理

纳税人出口适用零税率的货物，在向海关办理报关出口手续后，凭出口报关

单等有关凭证，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该项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的退税。企业在收

到出口货物退回的税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

增值税(出口退税)"科目。出口货物办理退税后发生的退货或退关补交巳退回

税款的，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Fc马2:L乒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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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 31] 某工厂 10 月28 日出口产品一批，该批产品的进项税额为 11 700

元，办理出口退税后，从银行转账收回追税款。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11 700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11 700

产品出口后发生退货，向海关补交己退回的全部税款，应编制如下会计

分录:

借: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贷:银行存款

不允许抵如增值税额的会计处理

1.纳税人购进货物及接受应税劳务直接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

福利和个人消费

纳税人购入货物及接受应税劳务，直接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

利和个人淌费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如果原本为应税项目购入货物及接受的应

税劳务，抵扣了进项税额，以后改变用途的，按"进项税额转 ffi" 处理;如果
是在被加工制作成半成品或产成品之后，未直接销售而改变用途的，按"视同销

售"处理)。按购进货物的价税合计，借记"在建工程"、"应付职工薪酬"、"生

产戚本"、"制造费用"、"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

款"等科目。

[例5 -32] 某工厂 9 月份支付水费 23400 元，收到自来水公司开具的专用

发票上注明价款 20 ∞0 元，增值税额 3 400 元，其中生产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80% ，其余为职工生活、浴室等福利用水。

生产用水的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职工生活、福利用水的进项税额不得

11 700

11 700

抵扣。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3400 x20% =680 (元)

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16000

4680

2720

23400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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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入货物仅取得普通发票

一般纳税人在购入货物时(除购进免税农业产品以外) ，仅取得普通发票

的，应按发票所列全部价款人账，应借记"材料采购"、"原材料"、"制造费

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应付账款"等科目。

[例5 -33] 某工厂 10 月 30 日在购入货物时，仅取得普通发票，全部价款

28000 元，该货物直接用于企业的管理活动，以银行存款支付。应编制如下会计

分录:

借:管理费用 28000

贷:银行存款 28000

增值税减免、上缴的会计处理

1.增值税减免的会计处理

(1)直接减免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对于直接免征的货物销售时，不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取得的销售收人全

部计入"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然后按适用税率计算出免缴的增值税税额，应

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结转免缴税款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贷:补贴收入

[例5 -34] 某工厂 10 月 29 日销售一批免税产品，价款 200000 元，贷款以

银行存款收吃。免征的增值税 29059 82元。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收到货款时:

借:银行存款 2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000

计算免征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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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主营业务收人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结转免征的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贷:补贴收入

29059.82

29059.82

29059.82
29059.82

(2) 先征后返、即征即退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这种情况下，计缴税款时，按正常销售处理，返还税款时，借记"银行存

款"科目，贷记"补贴收入"科目。

2. 缴纳增值税

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一般纳税人企业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

即为当期应缴纳的增值税;当期销项税额不足以抵扣当期进项税额的，差额

留待下期继续抵扣，月末企业应将当月应缴未缴的增值税转入"未交增值

税"明细科目。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一-未交增值税

下月初上缴时，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一一未交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1.购入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

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应将所支付的增值税额直接计人有

关货物及劳务的成本，借记"材料采购"、"原材料"、"制造费用"、"管理费

用"、"销售费用"、"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

等科目。

[例5 -35] 美玲工厂购入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注明

价款 10 000元，增值税额 1 700 元，材料已到达并已验收入库，以银行存款支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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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应编制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

贷:银行存款

11 700

11 700

2.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小规模纳税人一般不得为购货方开具专用发票，如果购货方提出要求时，小

规模纳税人需持普通发票前往税务机关换开专用发票。无论是否开具专用发票，

均应按实现的销售收入(不含税)与按规定收取的增值税额合计，借记"应收

账款"、"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实现的销售收入，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其

他业务收人"等科目;同时按规定收取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

增值税"科目。发生的销货退回，编制相反的会计分录。

[例5 -36] 美玲工厂采用销售额与税额合并定价，某月销售货物取得价款

80000 元，并收取价外费用 2000 元，已存入银行，(全部货款换算为不含税销售

额后为 77358.49 元)。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82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7961 1.65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 2388.35

当月发生销售折让 3 000 元，货款退回后，根据折让款 3 000 元，换算

为不含税销售额 2 912.62 元，冲减应交税金 87.38 元，应编制如下会汁

分录。

借:主营业务收入 2912.62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 87.38

贷:银行存款 3000

小规模纳税人不存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因此当月实际应纳增值税为

2300.97 (2388.35 -87.38) 元。

3. 缴纳增值税

应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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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fZf1节 增值税的中才民

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人必须承担的纳税义务的法定时间。

《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为收谊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凭

据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规定为:

(1)采取直接收款的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额

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

票的当天。

(2) 采取托收承付或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

手续的当天。

(3) 采取除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为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4) 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5) 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的，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的当天。

(6) 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提供劳务的同时收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凭

据的当天。

(7)纳税人发生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的，除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和销售代销

货物外，均为货物移送当天。

(8) 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 日、3 日、5 日、lOR、15 日、1个月或者 1个

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

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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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以 1 日、3 日、5 日、10 日或者 15 日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5 日

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 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对大部分公司来说，以月为申报增值税的，从原来的每月 10 日前调整到现

在的 15 日前。

伊输棋嬉啡、品

对经营进口公司来说:

原规定: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的次日起 7 日内缴纳

税款。

新规定: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自海关填发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之日

起 15 日内缴纳税款。

增值税的纳税地点

(1)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地点。

根据纳税人是否为固定业户以及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的发生地点来确

定，具体规定如下:

①固定业户的纳税地点。

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分支机构

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财政、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

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固定业户到外县(市)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并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未开具证明的，应当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未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

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②非固定业户的纳税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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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固定业户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未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由其

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2) 进口货物的纳税地点。
进口货物应当由纳税人或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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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增值税筒纳税筹划

增值税的避税筹划思路

(1)要了解增值税的计税方法。

增值税的计税方法是以每一生产经营环节上发生的货物或劳务的销售额为计

税依据，然后按规定税率计算出货物或劳务的整体税负，同时通过税款抵扣方法

将外购项目在以前环节已纳的税款予以扣除，从而避免了重复征税。

基本公式为:

应纳税额=当期销嗤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其中:
当期销项税额=当期销售额x税率

(2) 分析影响应纳税额的因素。

影响应纳税额的有七大税制要素: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税收优惠(免税、

减税、起征点)、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和纳税地点，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度。

(3) 增值税中有一项比较特殊的制度一一出口退税制度，分析其中的操作

细节，寻找税收筹划的空间。

(4) 由于增值税的税负具有转嫁性，分析企业所处行业以及产品的特征

(如产品的强势与弱势、竞争力的强与弱和需求的弹性等特征)等因素，考虑能

否把税负转嫁出去，也就是说，利用外界因素进行企业税收筹划。

以上仅提供一种思路，其实企业避税筹划的思路有许许多多，但上述思路也

许是比较系统的一种思路。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选择

1.理论依据

增值税纳税人可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不同身份的纳税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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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不同，而且差异较大。增值税对→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

人的差别待遇，以及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可转换性规定，为增值税纳税人在身份

选择上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

2. 筹划方法

合理选择哪种纳税人身份的方法有三种。

(1)增值率判别法。

在适用增值税税率相同的情况下，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进项税额的多少或者

增值率的高低。增值率与进项税额成反比关系，与应纳税额成正比关系。假设下

面的销售额和购进项目金额均不含税。其计算公式如下:

增值率=(销售额-购进项目金额)-销售额

增值率=(销项税额-进项税额)-销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 当期进项税额

=销售额 x 179毛-销售额x17%x(1- 培值率)

=销售额 x 17% x增值率

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销售额 x3%

可以计算出应纳税额元差别平衡点:

销售额 x 17lJ毛x 增值率=销售额 x3%

增恒率 =3% + 17% x 100%

或:

=17.65%

由此可见，当增值率为 17.65 lJ毛时，两者税负相同;当增值率低于 17.65%

时，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人，当增值率高于 17 65% 时，则一般纳

税人的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同样的方法可计算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

13%时小规模纳税人的无差别纳税平衡点，如表 5 -2 所示:
表 5-2 两类纳税人纳税无差别平衡点

一般纳税人税率(%) I 小规模纳税人(% ) 纳税平衡点(% )

17 65317

23 08

(2) 可抵扣购进金额占销售额比重判别法。

上述增值率的测算较为复杂，可将上式中增值率的计算公式转化为:

飞，
之写〉

313



吃
增值率=(销售额-购进项目金额)/销售额

=1- 购进项目金额/销售收入

=1- 可抵扣的购进项目金额/销售额

假设可抵扣的购进项目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重为 x，则下式成立:
销售额 x17% x(I-X) =销售额 x3%

解得纳税比重平衡点如下:

X =82. 359毛

由此可见，当企业可抵扣的购进项目占其销售额的比重为 82.359毛时，两种

纳税人的税负完全相同。当企业可抵扣的购进项目占销售额的比重大于 82.359毛

时，一般纳税人税负轻于小规模纳税人;当企业可抵扣的购进项目占销售额的比

重小于 82.359毛时，则一般纳税人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两类纳税人纳税比重

无差别平衡点如表 5 -3 所示:
表 5 -3 两类纳税人纳税比重无差别平衡点

一般纳税人税率(%) I 小规模纳税人(%) I 纳税平衡比重点(%)

17

13

3 82 35

3 76 92

(3) 含税购货金额占含税销售额比重判别法。

有时纳税人提供的资料是含税的销售额和含税的购进金额，对此利用同样步

骤，可算出纳税相同的比重点。假设 Y 为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X 为含增值税的购

货金额(两额期限相同) ，则下式成立:

[Y+ (1+179毛) -X +(1+ 179毛)]x17% =Y +(1+3%) x 3%

解得平衡点如下:

X =79. 959毛 Y

由此可见，当企业的含税购货额为同期含税销售额的 79.959毛时，两种纳税

人的税负完全相同。当企业的含税购货额占同期含税销售额的比重大于 79.95%

时，一般纳税人税负轻于小规模纳税人;当企业含税购货额占同期含税销售额的

比重小于 79.95% 时，一般纳税人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

同样的，因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和征收率有所差别，我们可

以列出不同情况的含税购进金额占含税销售额的平衡比重点，如表 5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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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纳税人含税纳税平衡比重点

小规模纳税人(% )

表 5 -4

一般纳税人税率( % ) 纳税平衡比重点(% )

79 9S317

75. 78

这样，企业在设立时，纳税人便可根据所经营货物的总体增值率水平，选择

不同的纳税人身份。

另外，在选择纳税人类别时，除了要比较税收负担外，下面几个方面也要注

意比较:

(1)一般纳税人的经营规模往往比小规模纳税人大。

(2) 一般纳税人的信誉往往要比小规模纳税人的信誉好。

(3)从一般纳税人那里购货可以获得进项税额的抵扣，而从小规模纳税人

那里购货却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因此会使一般纳税人有更多的顾客。

但是，一般纳税人要有健全的会计核算制度，要建立健全的账簿，培养或聘

用会计人员，将增加会计戚本;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管理制度比较复杂，需

要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也多，会增加纳税人的纳税成本等。这些都是想要转

为一般纳税人的小规模纳税人必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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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行为的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兼营行为是指企业除主营业务外，还从事其他各项业务。从总体上讲，兼营

行为包括两种:

(1)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税种相同，税率不同)。

《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所当

分别核算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

用税率。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单独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

额;未单独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2) 兼营非应税劳务(税种不同，税率不同)。

兼营非应税劳务，是指增值税纳税人在从事应税货物销售或者提供应税劳务

的同时还从事非应税劳务，且从事的非应税劳务与某一项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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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业务活动并无直接的联系或从属关系，即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既涉及增值

税应税项目，又涉及营业税应税项目。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

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对货物和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按各自适用

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对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即营业额)按适用的税率征收营

业税。如果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销售额的，其非应税劳

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

2. 筹划方法

下面从兼营行为的产生来分析应如何进行税收筹划，就两种情况分别论述:

第一种情况是，增值税的纳税人为加强售后服务或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涉

足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提供应缴纳营业税的应税劳务。在这种情况下，若该企业

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由于提供营业税的应税劳务时，可以得到的允许抵扣的

进项税额也就少，所以这样分开核算、分别纳税有利;若该企业是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则要比较一下增值税的含税征收率和该企业所适用的营业税税率，如果

企业所适用的营业税税率高于增值税的青税征收率，选择不分开核算有利。

第二种情况是，营业税的纳税人为增加获利机会，转而也销售增值税应税商

品或提供增值税的应税劳务。此时，由于企业原来是营业税纳税人，转而从事增

值税的货物销售或劳务提供时，一般是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方式来征税，这和小规

模纳税人提供营业税的应税劳务的筹划方法一样。

【例5 -37] 某计算机公司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该公司既销售计算机硬

件，也从事软件的开发与转让，某月硬件销售额为 18 万元，另接受委托开发并

转让软件取得收入 2 万元 该企业应作何种税收筹划 J (硬件销售的增值税税率为

4% ，转让无形资产的营业税税率为 5%) 。

(1)若未分开核算，则:

应纳增值税 =im10270000) 叫
=7692 (元)

(2) 若分开核算，则:

应纳增值税=兽 ip叫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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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3 (元)

应纳营业税 ::20000x5%

::1000 (元)

因而，分开核算共应纳税 ::6923 + 1 000
::7923 (元)

综上，不分开核算可以节税 231元 (7923 一 7692) 。

望全堕重行为的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混合销售行为就是指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

务。这里所涉及到的货物和非应税劳务只是针对一项销售行为而言的，也就是

说，非应税劳务是为了直接销售一批货物而提供的，二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从属

关系。例如，某电视机厂向外地某商场批发 100 台移色电视机，为了保证及时供

货，双方议定由该厂动用自己的货车向商场送去这 100 台彩电，电视机厂除收取

影电货款外还收取运输费。电视机厂在这笔彩电销售活动中，就发生了销售货物

和不属于增值税规定的劳务(属于营业税规定的运输业务)的混合销售行为。

我国税法规定:

(1)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增值税应税芳务的企

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其所发生的提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按全

部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不征收增值税。

(2) 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这是指在

纳税人年增值税应税货物销售额与营业税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 it数中，增值税应
税货物销售额超过 500岛，营业税应税劳务营业额不到 500岛。这意味着，如果不

是以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的企业、企业性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

售，只需缴纳营业税 c

(3) 如果友生棍合销售行为的企业、企业性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同时兼营营

业税应税劳务的，应考虑非应税劳务年销售额是否超过总收入的 50% ，如果年

销售额大于总收人的 50%时，则该提合销售行为应缴纳增值税;如果年销售额

之ζ五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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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总收入的 50% 时，则该提合销售行为不缴纳增值税。

例如，某橱柜公司生产橱柜，并代顾客设计和安装橱柜。 2008 年 12 月，该

公司承包的橱柜设计安装工程中，总收人为 20 万元，其中:公司提供的自制橱

柜 8 万元，设计安装费为 12万元。该公司开具的都是普通发票，并都收到了货

款。假定该公司 2008 年的设计、安装收入为 120 万元，橱柜销售收人为 100 万

元，那该公司 12月份承揽的橱柜设计安装工程应缴纳营业税，不缴纳增值税;

假定该公司 2008 年的设计、安装收入为 100 万元，橱柜销售收入为 120 万元，

那么该公司 12月份承揽的橱柜设计安装工程应缴纳增值税，不缴纳营业税。

2. 筹划方法

如果纳税人是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率为 3% ，而营业税税目中的大

部分适用税率是 3%或 5% ，由于增值税的征收率是实际负担率，所以可以和营

业税的税率直接进行比较。

如果纳税人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适用税率一般为 17 fJ毛或者 13%。一般

情况下，由于非应税劳务部分可以抵扣的进项税较少，如果混合销售按营业税税

率(娱乐业除外)征税，可以明显降低税负。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按营业税纳税，纳税负担较低，发生混合销售行为的纳

税人应考虑增加非应税劳务营业额，使其超过年销售额和营业额合计数的 50% ，

这样，就只需缴纳营业税，从而降低企业的税负;如果按增值税纳税，纳税负担

更低，混合销售行为的纳税人应控制非应税劳务'营业额，使其不超过年销售额和

营业额合计数的 50% ，以便缴纳增值税。
[曹:115 -38] 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营建筑材针批发

和零售，兼营对外安苯、装饰工程，公司采购原材朴均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友票。

2008 年 5 月公司承包了一苯修工程，工程总造价 200 万元。其中，本公司提供的

建筑材料为 80 万元(其购入成本为 70 万元)，施工费为 12 万元。工程完工后，

该公司给对方开具普通友票，并收回了货款(合施工费)。

分析

如果该公司 2008 年销售建筑材料收人 2000 万元，施工费收入 1 800 万元，

则该公司的混合销售行为应缴纳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额= 2 000 +(1+ 179毛) x 17 fJ毛-70 x 17% =278. 7(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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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公司 2008 年销售建筑材料收入 1 800 万元，施工费收入 2000 万元，

则该公司的混合销售行为应纳营业税:

应纳营业税额 =2000 x3% =60 (万元)

因此，该公司在日常业务中，应增加非应税劳务营业额，并使其超过年销售

额和营业额合计数的 50% ，这样，就只需缴纳营业税。

销售己用固定资产的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单位和个体经营者销售已使用过的摩托车、游艇、应征消费税的汽车以外的

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暂兔征收增值税。但这些"使用过的其他属于货物的固定资

产"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属于企业固定资产目录所列货物。

(2) 企业按固定资产管理，并确已使用过的货物。

(3) 销售价格不超过其原值的货物。

若不具备以上条件，应依照 3% 的征收率计征增值税。在此项规定的前提

下，由于企业有确定固定资产价格的自主权，因此有了进行"避税筹划"的突

破口 C

2. 筹划方法

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除根据市场条件确定固定资产的价格，还应考虑税收

的调节作用，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价格。

[倒5 -39] 某工业企业准备出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机器一台，该设备
原值 100 万元，己计提折 i曰 60 万元，假定固定资产清理费为 5 万元，有以下几
种销售方案。

方案一:以低于原值的价格 90 万元出售。

方案二:以原值 100万元出售该项固定资产。

方案二:以高于原值的价格 101万元出售该项固定资产。

方案四:以高于原值的价格 104万元出售该项固定资产。

方案五:以高于 104万元的价格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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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对于方案一，按规定不用缴纳增值税，其净收益为:

90 -40 -5 =45 (万元)

对于方案二，也不用缴纳增值税，其净收益为:

100 -40 -5 =55 (万元)

对于方案三，按 4%的征收率计算税额后再减半征收增值税，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101/(1+4%)] x4% x50% =1.94(万元)

其净收益为: 101-40-5- 1.94=54.06 (万元)

对于方案四，按 4%的征收率计算税额后再减半征收增值税，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应所缴纳的增值税为:

[104/( 1 +4%)] x4% x50% =2( 万元)

其净收益为: 1ω-40 -5 -2 =57 (万元)

对于方案五，经计算会发现净收益高于 57万元。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以高于原值出售固定资产时，其净收益先是低于按原值

出售固定资产;当售价提高到某一程度时，净收益才开始大于按原值出售。故售

价高不一定净收益多，一定要将纳税的因素考虑进去。

利用折扣销售和折让销售

1.理论侬据

折扣销售是指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时，因购货方购买数量较大或购

买行为频繁等原因，给予购货方价格方面的优惠，比如购买 100件，销售价格折

扣 10%;购买 200件，销售价格折扣 20%等，这种行为在现实中很普遍。

对于折扣销售，税法有严格的界定，只有满足以下条件的折扣销售，纳税人

才能以折扣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缴增值税:

(1)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为

销售额计算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则元论企业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

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应以其全额计征增值税。

(2) 折扣销售不同于销售折扣。销售折扣是指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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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后，为了鼓励购货方及早偿还货款，缩短企业的平均收款期，而协议许诺给予

企业的一种折扣优惠。另外，这种现金折扣也能招揽一些视折扣为减价出售的顾

客前来购货。折扣的表示常采用类似 SilO ，3/20 ，N/30 的一些符号形式。这兰

种符号的含义为: SIlO表示10天内付款，可以享受 5% 的价格优惠，即只需支
付原价的 95% ，如原价为 1 000元，只需支付 950元;3/20 表示 20天内付款，
可享受 3% 的价格优惠，即只需支付原价的 97% ，若原价为 1000 元，只需支付
970元;N/30 表示价款的最后期限为 30天，此时付款无优惠。销售折扣发生在
销货之后，是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因此销售折扣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企

业在确定销售额时，应严格区分折扣销售和销售折扣。

(3) 折扣销售仅限于货物价格的折扣，如果销货者将自产、委托加工和购

买的货物用于实物折扣的，则该实物款额不能从货物销售额中减除，且该实物应

按《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视同销售货物"中"赠送他人"计算征收增

值税。

销售折让是指在货物售出后，由于其品种、质量、性能等方面的原因购货方

虽未退货，但销货方需要给予购货方的一种价格折让。销售折让与销售折扣相比

较，虽然都是在货物销售后发生的，但因为销售折让其实质是原销售额的减少，

因而税法规定，对销售折让可以折让后的货款作为销售额计征增值税。

销售货物并向购货方开具专用发票后，如果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应视不同

情况分别按以下规定办理。

(1)购买方在未付货款并且未作账务处理的情况下，须将原发票联和税款

抵扣联主动退还销售方。销售方收到后，应在该发票和税款抵拍联及有关的存根

联、记账联上注明"作废"字样，作为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未收到购买

方退还的专用发票前，销售方不得扣减当期销项税额。属于销售折让的，销售方

应按折让后的货款重开专用发票。

(2) 在购买方已付货款，或货款未付但己作账务处理，发票联及税款抵扣

联无法退还的情况下，购买方必须取得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或索取

折让证明单送交销售方，作为销售方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合法依据。销售方在未

收到证明单以前，不得开具红字专用发票。收到证明单后，根据退回货物的数

量、价款或折让金额。向购买方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红字专用发票的存根联、记

账联作为销售方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其发票联、税款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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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进项税额的凭证。

2. 筹划方法

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掌握折扣销售、销售折让及其税务处理，根据本企业

的实际，选用适当的方式进行纳税筹划。

[190 -40 1 企业为促进产品销售，规定凡购买其产品 5 000 件以上的，给予

价格折扣 20% 。该产品单价为 50 元，则折扣后价格为 40 元。

折扣前应纳增值税 =50 x5 000 x 17% =42500 (元)

折扣后应纳增值税 =40 x5 000 x 17% =34 000 (元)

折扣前后应纳增值税之差= 42 500 - 34 000 = 8 500 (元)

就这笔业务而言，税法为纳税人提供了 8500 元的节税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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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是国家为体现消费政策，有选择地对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

的应税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的流转额征收的一种税。它是建立在增值税普

遍征收的基础上，发挥特殊调节作用的税种。

第-节 5自费税概述

消费税的纳税人

《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

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消费税的纳税人。"单位"是指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

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个人"是指个体经营者及其

他个人。

消费税纳税人的确定具体规定如下:

(1)从事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生产者为纳税人，负责缴纳消

费税。但对在我国境内生产的金银首饰，则以从事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

税人。

(2) 从事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以委托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由受托

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

(3) 从事进口应税消费品的，以进口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在报送进口

时由海关代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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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消费税的具体征税 m围，大体上可分为五大类。
(1)有害消费品，指过度消费会对人类健康、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方面

造成危害的特殊消费品，如烟、酒、鞭炮、焰火等。

(2) 奢侈消费品，即非生活必需品，如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化妆品等。

(3) 高能起消费品，如小汽车、摩托车等。

(4) 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稀缺资源消费品，如汽油、柴油等。

(5) 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普通消费品，如汽车轮胎。

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

消费税是 1994 年我国税制改革时设置的税种，当时主要选择了烟、酒、小

汽车等 11类应税产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现行消费税制
也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征税范围偏窄;二是某些原来属高档消费品的产

品，已经逐渐具有大众消费的特征;三是有些应税品目的税率结构与国内产业结

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四是消费税促进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

的作用有待加强。

2006 年 3 月 2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从 4 月 1 日起，
对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此次政策调整是 1994 年

税制改革以来消费税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主要变化的内容有:

(1)新增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

板等税目。增列成品油税目，汽油、柴油税目作为该税目的两个子目，同时

新增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航空煤油五个子目。

(2) 取消了护肤护发品税目。

(3)调整了白酒、小汽车、摩托车、汽车轮胎等税目。

2008 年 11月 5 日国务院第 34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税暂行条例>，自 2009 年 1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消费税条例中，如部分消费
品(金银首饰、锢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的消费税调整在零售环节征收，

对卷烟和白酒增加复合计税办法、消费税税目税率调整等。

新的消费税税率见如表 6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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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消费税税目税率表

税目 税率

一、烟

l 卷烟

(1)甲类卷烟 56% 加 0003 元/支

(2) 乙类卷烟 36% 加 o 003 元/支
2 雪茄烟 36%

3 烟丝 30%

二、酒及酒精

l 白酒 20% 加 o 5 万 500 克(或者 500 毫升)

2 黄酒 240 万吨

3 啤酒

(1) 甲类啤酒 250 元/吨

(2) 乙类啤酒 220 元/吨

4 其他酒 10%

5 酒精 5%

三、化妆品 30%

四、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l 金银首饰、铀金首饰和钻石及钻石饰品 5%

2 其他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 10%

五、鞭炮、焰火 15%

六、成品油

1 汽油

(1)含铅汽油 o 28 元/丹
(2) 无铅汽油 o 20 元/开

2 柴油 010 元/升

3 航空煤油 010 元/升

4. 石脑泊 o 20 元/升
5 溶剂泊 o 20 元/升
6 润滑油 o 20 元/升
7 燃料泊 0.10 元/升

七、汽车轮胎 3%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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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税目 税率

八、摩托车

1 气缸容量(排气量，下同)在 250 毫升(含 250 3%

毫升)以下的

2 气缸容量在 250毫升以上的 10%

九、小汽车

1 乘用车

(1)气缸容量(排气量，下同)在1 0 升(含1 0 升) 1%

以下的

(2) 气缸容量在 1 0升以上至 I 5刃(含1 5升)的 3%

(3) 气缸容量在 1 5升以上至 20 升(含2 0升)的 5%

(4) 气缸容量在 20 升以上至 2 5升(含2 5 升)的 9%

(5) 气缸容量在 25 升以上至 3 0升(含3 0 升)的 12%

(6) 气缸容量在 3.0 升以上至 4.0 升(含40 升)的 25%

(7)气缸容量在4.0 升以上的 40%

2 中轻型商用客车 5%

十、高尔夫球及球具 10%

十-、高档手表 20%

十L、游艇 10%

十三、木制一次性筷子 5%

十四、实木地板 5%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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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崎费税的会计处理

自产自销消费品消费税的计算

1.按从价定率法计算

应纳税额=销售额 x 税率

[例6 -1]某汽车制造公司销售小客车 100辆，销售额 960 万元(消费税率
5%) ，则:

应纳消费税额 =9600000 x5%
=480 ∞o (元)

2. 按从量定额法计算

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单位税额

{例6 -2] 某啤酒公司销售啤酒 200吨，单位税额为 220元/吨，则:
应纳消费税额 =220 x 200

=44 000 (元)
{例6 -3] 某农场自己的酒厂，利用自产和收购的粮食生产黄酒。酒厂向

外销售黄酒 10吨，每吨价格 1 638 元，总计价款为 16 380 元，款项未收，羊
位税额为 240 元/吨。

该批黄酒应纳消费税额为:

应纳税额 =10 x 240
=2400 (元)

3. 按复合计税办法确定消费税

[例6 -4] 某酒厂向某商贸公司销售散苯粮食白酒 2.5吨，出厂价为 20000
元，增值税为 3400 元，全部 1款项存入银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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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款 =2.5 x2 000 xO. 5 +20 000 x20%

二 65∞(元)

[例6 -5] 某卷烟厂本月销售甲类卷烟 100箱，每标准箱 250 标准条，共计

50000 支，每标准条 (200 支)调拨价 70 元(不舍增值税) ，这批卷烟生产加工

耗用外购已税烟丝 11.7 万元(含税价格)。则应纳浦费税额为:

①卷烟销售额= 70 x 250 x 100 = 1 750 000 (元)

②所用外购烟丝的不含税价格 =117000 -;.(1+17%)

= 100 OOoe元)

③准予扣除的外购烟丝巳纳税款= 100000 x30%

=30000 (元)

④应纳税额= (100 x 150 + 1 750 000 x 56% ) - 30 000

=965 000 (元)

自产自用消费品消费税的计算

纳税人以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自用，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继续用于生

产;一是脱离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范围，而用于其他方面。税法规定对继续用于生

产的应税消费品不征税，而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

这里所谓的其他方面，是指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和在建工程、管理部门、

非生产机构提供劳务以及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

方面。

纳税人自产自用消费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使用的当天。

1.接从价定率办法计税

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按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晶的销售价确定的销售额 x 税率

如当月同类消费品各期销售价格高低不同，应按销售的数量加权平均计算。

但销售的应税消费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加权平均计算:

(1)销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2) 元销售价格的。

如果当月无销售或者当月未完结，应按照同类消费品上月或最近月份的销售

价格计税。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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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同类 1自费品销售价格的，以组成计税价格为计税依据。
(成本+利润)

组成计税价格--1- 消费税税率

应税消费品应纳税款=组成计税价格 x 税率

式中:成本是指应税消费品的产品生产成本�利润是根据应税消费品的全月

平均成本利润率计算的利润。

应税消费品的全月平均利润率由国家统一规定。

2 接从量定额办法计税

应税消费晶应纳税额=移送使用的应税消费品数量 x 单位税额

委托加王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的计算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

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料生产的应税

消费品，或者受托方先将原材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再接受加工的应税消费品，都

不得作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而应当按照销售自制应税消费品缴纳消费税。纳

税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货的当天，但由于

委托方处理应税消费品的方式不同，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分下列几种情

况处理:

1.代收代缴款

对于确实属于委托方提供原材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

辅助材料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消费税。但对

于委托方委托个体经营者加工应税消费品，一律于委托方收回后在委托方所在地

缴纳消费税。

(1)按从价定率办法计税。

①按受托方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

应纳税额=接受托方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确定的销售额 x 消费税率

②元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则用组成计税价格计算。

组成计税价格= (材料成本+加工费)斗 1-消费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 x 税率

〈写乙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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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材料成本"是指委托方提供的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委托加.I应

税消费品的纳税人，必须在委托加工合同中如实注明(或由其他方式提供)材

料成本。月末提供材料成本的，受托方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材料

成本。

"加工费"指的是受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向委托方收取的全部费用(包括

代垫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

[例6 -6] 丰明外贸公司委托某卷烟厂加工甲类卷烟一批，合同规定由外贸
公司提供原材料，价值 60000 元。该批卷烟加工完毕且符合质量妥求，外贸公

司支付加工费 6000 元，该批卷烟元同类产品，则该卷烟厂代收代缴消费税额计

算如下:

①组成计税价格= (60 000 +6000) +(1-56%)

= 150 OOO(元)

②代收代缴税款= 120 000 x 56%
=67200 (元)

(2) 接从量定额办法计税。

应纳税额=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晶数量 x 单位税额

2. 代缴税款的抵扣

委托方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委托方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准予按

规定抵扣。下列应税消费品准予从应纳消费税额中抵扣消费税:

(1)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为原料生产的卷烟。

(2) 以委托加工收圆的已税化妆品为原料生产的化妆品。

(3)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己税珠宝为原料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4) 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己税鞭炮、烟火为原料生产的鞭炮、烟火。

(5)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己税汽车轮胎(内胎和外胎)生产的汽车轮胎。

(6) ，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己税摩托车生产的摩托车(如用外购两轮摩托车改

装三轮摩托车)。

己纳消费税税款是指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其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销售额 x税率-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晶己纳税额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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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期初库存的蚕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

当期收目的蚕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期未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

[例6 -7] 某卷烟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08 年 10 月有关生产经营情况

如下:

(1)从某烟丝厂购进已税烟丝 200 吨，每吨不含税单价 2 万元，取得烟丝厂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货款 400 万元，增值税 68 万元，烟丝己验收人库。

(2) 向农业生产者收购烟叶 30 吨，收购凭证上注明支付收购货款 42 万元，

另支付运输费用 3 万元，取得运输公司开具的普通发票;烟叶验收入库后，又将

其运往烟丝厂加工成烟丝，取得烟丝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支付加工费

8 万元、增值税1. 36 万元，卷烟厂收回烟丝时烟丝厂未代收代缴消费税。

(3) 卷烟厂生产领用外购已税烟丝 150 吨，生产卷烟 20000 标准箱(每箱

50 000 支，每条 200 支，每条调拨价在 70 元以上) ，当月销售给卷烟专卖商

18 000 箱，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36 000 万元。

(提示:烟丝消费税率 30% ;卷烟消费税比例税率 569毛，定额税率150万箱。)

要求:

(1)计算卷烟厂 10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

(2) 计算卷烟厂 10月份应缴纳的消费税。
(却03 注会试题)

(1)应缴纳增值税的汁算:

①外购、加工烟丝进项税额 =68 +1.36 =69.36 (万元)

②外购烟叶进项税额 =42 x 13% +3 x7% =5.67 (万元)

③销售卷烟销项税额 =36000 x 17% =6 120 (万元)

④应缴纳增值税 =6120 -75.03 =6 044 97 (万元)

(2) 应缴纳消费税的计算:

①加工烟丝应 42 x (1-139 毛)+3 x (1-7%) +8='-"\~ ~~'VI ~~:_'\~ '<V I '~x30%
缴纳消费税 1 -

=20 28( 万元)

②销售卷烟 =1.8 x 150 +36000 x56% =20430 (万元)
消费税额

③生产领用外购已税 400=一一x 150 x309 毛 =90 (万元)
烟丝应抵扣消费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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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应缴纳消费税 =20.28 +20430 -90 =却360.28 (万元)

随同商品销售的包装胸消重税的计算

按照规定，对于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销售

的，无论包装是否单独计价，也不论在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人应税消费品的

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如果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是收取押金，此项押

金则不征消费税。

[例6 -8] 某首饰部销售全银首饰取得销售额 87750 元，随同金银首饰并单

独计价的首饰盒价值 1 638 元。则:

①不含税销售额 =(87750+1638).;. (1+17%)

=76400( 元)

③应纳税额 =76400 x5%

= 3820 (元)

兼营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计算

纳税人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如果不是单一经营某一税率的产品，而是经营

多种不同税率的产品，这就是兼营行为。由于《消费税暂行条例》税目税率表

列举的各种应税消费品的税率高低不同，因此，纳税人在兼营不同税率)J.L税消费

品时，税法就要针对其不同的核算方式分别规定税务处理办法，以加强税收管

理，避免因核算方式不同而出现税款流失的现象。

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J.L税消费品的销

售额、销售数量。术分别核算销售额、销售数量，或者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

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从高适用税率。

在这里，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是指纳税人生产销售两种以上

的应税消费品。所谓"从高适用税率"，就是对兼营高低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

品，当不能分别核算销售额、销售数量，或者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

消费品销售的，就以应税消费品中适用的高税率与混合在一起的销售额、销售数

量相乘，得出应纳消费税额。

[例6 -9] 某滔厂生产粮食白酒和黄酒， 2008 年 5 月销售自产的粮食白酒

100 吨，其中 50 吨售价(不含增值税)每吨为 6000 元，另外 50 吨售价每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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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 100 元;销售自产黄酒 20 吨;销售药酒 10 吨，每吨售价 4000 元。其中

粮食白酒比例税率 20% ，定额税率每斤 0.5 元;黄酒定额税率每吨 240 元;药

酒比例税率 10% 0 计算该厂 2008 年 5 月应纳消费税额。

解:①粮食白酒应纳税额= (50 x6 000 +50 x6 100) x20% + 100 x

2000 xO. 5
= 121 000 + 100 000

=221 OOO(元)

②黄酒应纳税款 =20 x 240

=4800( 元)

③药酒应纳税款 =10x4000x10%

=4000 (元)

④ 4 月份应纳消费税 =221000 +4800 +4 000

、=229 800 (元)

进口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的计算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于报关进口时缴纳消费税;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

由海关代征;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由进口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

税;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的次日起 7 日内缴纳

税款。

1993年 12月，原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联合颁发的《关于对进口货物征收

增值税、消费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进口应税消费品的收货人或办理报关于

续的单位和个人，为进口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进口应税消费品的硝

费税税目、税率(税额) ，依照《消费税暂行条例》所附的《消费税税目税率

(税额)表》执行。

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其计

算公式如下:

(1)实行从价定率办法的应税 1肖费品的应纳税额的计算:
组成计税价格=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1 -消费税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 x 消费税税率

公式中所称"关税完税价格"，是指海关核定的关税计税价格。

一一-义 235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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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行从量定额办法的应税消费品的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消费品数量x消费税单位税额

(3) 实行复合计税方法的，除了按照上述方法确定计税价格以外，还应当

以海关核定的应税消费品征税数量为计税依据(如卷烟、白酒) ，按照规定的适

用税率和税额标准计算纳税。

[例6 -IOJ 某公司进口来用车 80 辆，关税完税价格为每辆 20 万元，关税

适用税率为 43% ，消费税适用税率为 9% ，该公司这批进口小轿车应纳消费税税

额的计算方法为:

组成计税价格= (20 +20 x43%) -;-(1-9%)

=31.43( 万元)

应纳税额 =31.43 x9% x80

=226.3( 万元)

消费税的会计处理

消费税的会计处理一般包括两部分，即应交消费税额的会计处理和实际缴纳

消费税额的会计处理。 F面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加以说明。
(1)公司生产的应税消费品，销售时或用于换取生产资料、淌费资料及抵偿债

务、支付代购于续费等方面时，应按照应交消费税额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账户，

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账户。发生销货退回时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例6 -11 J华为橡胶厂销售汽车轮胎应缴纳消费税额为 36000 元。对此应做

如下会计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36 000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360 ∞
[例6 -12J 假定土述工厂用汽车轮胎换取某进出口公司的生产设备，应缴纳

税额仍为 36 000 元。应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36 0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 36 000

如果公司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投资且按规定需要缴纳消费税，那么其会汁

处理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贷记"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账户;如果公

司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公司在建工程、非生产机梅等方面且需缴纳消费税，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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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会计处理为:借记"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营业外支出"、"销费费用"等账

户，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账户。

【例6 -13] 家成汽车制造公司用自产乘用车 8辆投资于某客运公司，按规定
这 8 辆小车共应缴纳浦费税额 40000 元。对此应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长期股权技资 40∞o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40000

[例6 -14] 某啤酒厂为了扩大产品销路，举办一个啤酒展览会，使用啤酒 20

吨，共计应缴纳浦费税额 4400 元。对此应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销售费用 44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 4400

对于随同应税消费品一同出售但单独计价的包装物，按规定应缴纳的消费税，

借记"其他业务成本"账户，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账户。对于企业逾期

未退还的包装物押金，按规定应缴纳的消费税，借记"其他业务成本"、"其他应付

款"等账户，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账户。

{例6 -15] 某化妆品公司向某商业企业销售洗发水一批，所用包装物羊独计
价，按规定应缴纳浦费税税额 2000 元。所做的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业务成本 20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 2000

公司实际缴纳消费税时，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账户，贷记"银行存

款"账户。发生退税时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例6 -16] 某橡胶厂用银行存款缴纳上月应缴纳的消费税款 36000 元。所做

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 36000

贷:银行存款 36000

(2) 企业将应税产品用于在建工程及非生产机构等方面，按规定应缴纳的消

费税，借记"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营业外支出"、"产品销售费用"等科目，贷

记"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科目 C

[例6 一 17] 某企业将自产的来用车留厂自用，该车销售价 80000 元，规定

税率 9% ;同时该企业还将自产的汽车轮胎 20 个用于企业更新工程，轮胎每个

售价 1 800 元，适用税率 10% 。两次应纳 J占费税分别为 7 200 元和 3 600 元。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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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 7200

在建工程 36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 10 800

[例6 -18] 某企业为了召开定货会，用本企业生产的甲类卷烟 60 条，招待用

户，每条售价 100元，税率为 45% ，应纳消费税 2700 元，其分录为:

借:销售费用 27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 2700

(3)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需要缴纳消费税的，在委托方提货时，由受托方

代扣代缴税额。受托方按应扣税额，借记"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账户，贷记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账户。

[例6 -19] 某汽车制造公司委托上述橡胶厂加工汽车轮胎一批，共应缴纳消
费税 100000 元。当汽车制造公司将汽车轮胎提回时，该橡胶厂应代扣代缴这笔

应纳税款，并按应扣税额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 1000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消费税 100000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若是直接用于销售的，委托方应将受托方代扣代

缴的消费税计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成本，借记"委托加工物资"、"生产成本"、

"自制半成品"等账户，贷记"应付账款

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井按规定可以抵扣的，委托方应按受托方代扣代

缴的消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 f泊肖费税"账户，贷记"应付账款"\、"银行存
款"等账户。

[例6 -20] 假定上述汽车制造公司收回轮胎后直接用于小汽车的制造之中。
那么，该公司对橡胶厂代扣代缴的清费税硕 100000 元可以予以抵扣，所傲的会计

分录应为:

借: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00000

贷:应付账款 100000

飞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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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输棋婚华、

2008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真题

某首饰商城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08 年 5 月发生以下业务:

(1)零售全银首饰与镀金首饰组成的套装礼盒，取得收入 29.25 万元，其中全

银首饰收入 20 万元，镀金首饰收入 9.25 万元;

(2) 采取"以旧换新"方式向消费者销售全项链 2000 条，新项链每条零售价

0.25 万元，旧项链每条作价 0.22 万元，每条项链取得差价款 o 03 万元;

(3) 为个人定制加工全银首饰，商城提供原料合税金额 30.42 万元，取得个人

支付的合税加工费收入 4.68 万元(商城无同类首饰价格) ;

(4) 用 300 条银基项链抵偿债务，该批项链账面成本为 39 万元，零售价 70.2

万元;

(5) 外购全银首饰一批，取得的普通发票上注明的价款 400 万元;外购镀全首

饰一批，取得经税务机关认可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 50 万元、增值税 8.5

万元。

(其他相关资朴:全银首饰零售环节消费税税率为 5%)

要求:根据上边资朴，按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题，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1)销售成套礼盒应缴纳的清费税;

(2)" 以旧换新"销售金项链应缴纳的消费税;

(3) 定制加工全银首饰应缴纳的 4费税;
(4) 用银基项链抵偿债务应缴纳的消费税;

(5)商城5 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

参考答案:

(1)销售成套礼盒应缴纳的消费税 =29.25+ (1+17%) x5% =1.25( 万元)

(2)" 以旧换新"销售全项链应缴纳的消费税= 2 000 x 0.03 + (1+ 17%) x

5% =2.56( 万元)

〈五汇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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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制加工全银首饰应缴纳的消费税= (30.42 +4.68) + (l+ 17%) + (l-
5%) x5% =3 1.58 x5% =1.58( 万元)

(4) 用银基项链抵偿债务应缴纳的消费税 =70.2+ (1+17%) x5% =3( 万
元)

(5) 商城 5 月份应缴纳的培值税= [29. 25 + (I+ 17%) + 2 000 x O. 03 + (1十
179毛) + 31.58 + 70. 2 + (l+ 17% ) ] x 17% - 8.5 == 20. 04 (万元)

飞卫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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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i自费税的申报

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具体地说，存在下列情况时，就发生了纳税义务:

(1)自产自销的消费品销售实现时。

(2) 自产自用于非生产应税消费品，在消费品移送时。

(3) 委托加工消费品，运回加工完成的消费品时。

(4) 金银首饰在零售实现时。

(5) 应税消费品进口报关时。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

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 日、3 日、5 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个季度。

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

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

税;以 1 日、3 日、5 日、10 日或者 15 日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5 日内预缴

税款，于次月 1 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伊输棋婚俗也

新《消费税暂行条例》与 1日《消费税暂行条例》相比，在纳税期间制度上进行了

较大改革:一是增加了季度纳税的期限，对于消费税应税活动比较少的纳税人而

言，可以选择按照季度缴纳冉费税，这样就将企业每年 12 次的纳税申报与税款缴

c: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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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义务缩 J成为 4 次，大大减轻了企业的纳税成本。二是将纳税人纳税申报和缴纳
税款的期限从 10 天延长到 15夭。这样也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充足的时间来准备

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减轻了企业的纳税成本。

消费税的纳税地点

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均应

在纳税人核算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委托加工的院税消费品，当受托方为个体业户肘，由委托方在其核算地申报纳

税，此外均由受托方向其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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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叼节 ;自费税的纳税筹划

包装物的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于包装物可以采取三种处理方式:一是包装物

作价随同消费品出售;二是收取包装物押金;三是收取包装物租金。对于三种处理

方法的征税情况有所不同，下面一一介绍。

(1)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销售的，无

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也不论会计如何处理，均应并人销售额中计算消费

税额。

(2) 收取包装物押金。

收取的押金不并人销售额计税。税法规定，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收

取的押金，单独计账核算的，不并人销售额征税。但对因逾期未收回包装物不再退

还的押金，应按包装货物所适用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逾期"一般以 1年为限，在

将包装物押金并人销售额征税时，需要先将该押金换算为不含税价，再并人销售额

征税。

(3) 收取包装物租金。

包装物租金属于价外费用。所谓"价外费用"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

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包装费、包装物

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费

用。但是不包括同时符合下面条件的代垫运费:一是承运者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

货方的;二是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

根据税法规定，凡随同销售应税消费品由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元论其会计

制度如何核算，均应并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值得注意的是，对增值税一般纳税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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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应视为含增值税收入，在征税时应换算为不含税收入

再并入销售额。

2. 筹划方法

根据上述规定Pi以看出，包装物押金不井人销售额计算悄费税额，因此采用收

取押金的方式有利于节税口

[例6 -21] 某企业销售轮胎 500 个，羊价为2000 元，其中包含包裴物价值 200
元，该月销售额为 2 000 x 500 = 1 000 000 元，汽车轮胎的消费税税率为 10% ，因此
该月应纳消费税税额为 100 万 x 10% = 10 万元。该企业领导认为税收成本过高，
因此要求财务人员采取措施，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

根据该企业的情况，财务人员可以在包装物上下点功夫，寻求节税的途径。例

如，可以采取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这样可以降低轮胎售价，每个售价 1 800 元，
此时该企业应纳消费税为:

500 xl 800 x 10% =9( 万元)

可以节约税收成本 1万元。

那么，综合考虑，采取收取包装物押金可以给企业带来三方面的好处:

一是可以促使购货方及早退回包装物以便周转使用，从而在一定程序上节约

f生产包装物的人力、物力，降低了产品成本。
二是在产品的售价中可以扣除原来包装物的价值，从而降低了产品的售价，有

利于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三是可以节约税收成本。

综上所述，企业不能忽视对包装物的税收筹划。但是，补充一点，从 1995 年 6
月 1 日起，对销售除啤酒、黄酒外的其他酒类产品而收取的包装物用金，无论是否

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仍应井人当期销售额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

营酒类产品的企业利用包装物节税的可能性。

包装方式的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税法规定，纳税人将应税消费品与非应税消费品，以及适用税率不同的应税消
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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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根据销售额按应税消费品的最高税率纳税。

2. 筹划方法

习惯上，一般企业销售产品，都采取"先包装后销售"的方式进行。根据以上

规定，如果改成"先销售后包装"方式，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消费税税负，而且可以使

增值税税负保持不变。

[侣。6 -22] 某酒业有限公司生产各类品种的酒，以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春节临近，大部分消费者都以酒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针对这种市场情况，公司于

2 月初推出了"组合苯礼品酒"的促销活动，将粮食白酒、薯类白酒和果木酒各 1瓶

组成价值 50 元的成套礼品酒进行销售，这三种酒的出厂价分别为 :20 元/瓶、16

元/瓶、14元/瓶，假设三种酒每瓶均为 1 斤装。该月共销售 1 万套礼品酒。试分别

用"先包装后销售"和"先销售后包装"两种方式来分析该公司的税收成本。

(1)若采用"先包装后销售"的方式销售。

由于该公司生产销售不同消费税税率的产品，这三种酒的税率(税额)分别为:

粮食白酒:每斤 0.5 元+出厂价 x20%

薯类白酒:每斤 0.5 元+出厂价 x20%

果木酒:销售额 x 10%

因此，属于"兼营"行为。同时，该公司将这些适用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

成成套消费品销售，不能分别核算销售额，因此，应接从高原则，即适用粮食白酒的

消费税计算方法计税 O

其应纳消费税税额为:

10 000 x (0. 5 x3 +50 x20%) = 115 OOO(元)

(2) 若采用"先销售后包装"的方式销售。

不将各种类型的酒组成成套的礼品酒且分别核算销售额，则只需将各种类型

的酒按各自消费税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各类酒应纳淌费税税额;再将各类酒应纳消

费税税额汇总相加，得到公司总共应纳的消费税税额，在这种情况下， 2 月份该公

司应纳消费税税额为:

10α)() x (0. 5 + 20 x 20%) + 10 0∞ x (0 5 + 16 x 20% ) + 14 x 10∞Ox 10% =
450∞ +37 ∞0+ 140∞=96侧(元)

由此可见， "先销售后包装"比"先包装后销售"节约税款 19 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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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 -96 000) 。
在此案例中，该公司可以在销售柜台设置礼品盒，将消费者购买的不同种类

的酒临时组合成礼品酒，公司依照分别核算不同种类酒的销售额和销售数量，这

样，既销售了"组合装礼品酒"，又达到了节税的目的。

因此，企业在扩大销量追求销售额的同时，还应注意选择恰当的包装方式，

这样，才可以便税收戚本降低，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自设独主核算门市部销售产品

理论依据

纳税人通过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的自产应税消费品，应当按照门市部

对外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计算征收消费税。税法对独立核算的门市部则没有

限制。

2. 筹划方法

我们知道，消费税的纳税行为发生在生产领域(包括生产、委托加工和进

口)，而非流通领域或终极消费环节(金银首饰除外)。因而，关联企业中生产

(委托加工、进口)应税消费品的企业，在零售等特殊情况下，如果以较低但不

违反公平交易的销售价格将应税消费品销售给其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就可以降

低销售额，从而减少应纳消费税税额。而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由于处在销售环

节，只缴纳增值税，不缴纳消费税，可使集团的整体消费税税负下降，但增值税

税负不变。

应当注意，由于独立核算的经销部与生产企业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企

业销售给下属经销部的价格应当参照销售给其他商家当期的平均价格确定，如果

销售价格"明显偏低"，主管税务机关将会对价格进行调整。

[例6 -23] 某酒厂主要生产粮食白酒，产品销售全国各地的批友商。同时，

本地的一些小批发商、商业零售户、酒店、个人泊费者也会直接到工厂购买白

酒，据统计，这类销售每年大约 70000 箱(每箱 10 瓶，每瓶 500 克)。为方便

消费者，该厂在市区设立了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酒厂按同类批发价 800 元/箱

与门市部结算。门市部按 880 元/箱销售。粮食白酒适用消费税比例税率 20%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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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税率每斤 (500 克) 0.5 元。

70000 箱酒应纳消费税= 70 000 x 880 x 20% +70 000 x 10 x O.5
= 12670000 (元)

分析

将市区的非独立核算门市部改为独立核算，或设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由于

独立核算门市部或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不属于生产环节，不缴纳消费税。该批白

酒由酒厂缴纳消费税。

应纳消费税=节'0000 x制×却伪+70 000 x 10x O.5

= 11 550000 (元)
节税额= 12670000 -11 550000

= 1 120000 (元)

第二年，该厂进一步改革企业组织结构:酒厂只进行生产，将原销售处设立

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销售总公司，负责酒厂产品的销售。这样，缴纳消费税的

主体只是酒厂，就进一步降低了消费税负担。

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1.理论依据

税法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

税。"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是指作为生

产最终应税消费品的直接材料，并构成最终产品实体的应税消费品。

如果企业购进的巳税消费品开具的是普通发票，在换算为不含税的销售额

时，应一律按 6% 的征收率换算。

2. 筹划方法

(1)当纳税人决定外购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时，应选择生产厂家，而

不应是商家。

连续生产，是指应税消费品生产出来后直接转入下一生产环节未经市场流

通。因此，允许扣除己纳消费税的外购消费品仅限于直接从生产企业购进的，不

包括从商品流通企业购进的应税消费品。另外，同品种的消费品，在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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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的价格往往高于生产厂家。由此可见，生产厂家通常是纳税人外购应税消费

品的首选渠道。

(勾当小规模纳税人生产企业向一般纳税人购进应税消费品时，应从对方

取得普通发票，以获取更多的消费税抵扣。

例如卷烟广生产烟丝，再用生产的烟丝生产卷烟，这样，用于连续生产卷烟

的烟丝就不用缴纳消费税，而只就其最终产品←一←卷烟缴纳消费税。

用外购的己纳 1肖费税的产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时，可以扣除外购的应税消
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款。

[例6 -24] 某卷烟厂 6 月份购进烟丝 100 箱，每箱 300 元。当月生产甲类卷

烟 200 箱，)占耗70 箱外购烟丝。甲类卷烟的市场售价为每箱 500 元，则 6 月份

甲类卷烟应纳消费税税额为(以上售价均为不含增值税价，甲类卷烟;肖费税税率

为 56% 计算，烟丝消费税税率为 30% ) :

应纳税额 =500 x 200 x56% -70 x300 x30%

=49700 (元)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纳税人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时，应注意以下儿点:

( 1)用外购的已纳消费税的产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时，可以扣除外购应

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款，在计税时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准予扣除

数额。

(2) 下列消费品，如外购己税烟丝生产的卷烟;外购己税酒和酒精生产的

酒;外购已税化妆品生产的化妆品;外购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

石;外购已税鞭炮、焰火生产的鞭炮、焰火;外购巳税汽车轮胎(内胎和外胎)

生产的汽车轮胎;外购已税摩托车生产的摩托车(如外购摩托车再进行改装)

等，计税时准予扣除外购已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款。

(3) 纳税人用外购的己税珠宝玉石生产的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

首饰(镶嵌首饰) ，在计税时一律不准扣除外购珠宝玉石的己纳税款。

(4) 允许扣除已纳税款的应税消费品只限于从工业企业购进的应税消费品，

对从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的己纳税款一律不得扣除。因此，纳税人在选择供

货方时一定要注意选择工业企业，以便合法地进行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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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加工消费品

1.理论依据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

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 (材料成本+加工费)+ (1- 消费税税率)

2 筹划方法

这里存在着两个节税机会:→是材料成本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材料成本是指委托方所提供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因

此其确定数额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纳税人应纳消费税的数额。但委托方不能随便压

低材料成本，否则有可能被当地主管税务机关重新核定。二是加工费的确定。按

照税法的相关解释，加工费是指受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向委托方收取的全部费

用。加工费数额的大小也会影响企业的应纳税额，双方当事人可以就其数额进行

协商，并通过其他形式进行返还。

委托加工还为增值税提供了节税机会，因为受托方仅就加工费缴纳增值税，

材料戚本部分不用缴纳增值税。这样，委托加工的税负会明显低于自制产品销售

的税负。一些企业利用这一政策进行纳税筹划，甚至有企业将自制产品伪装成委

托加工产品。比如，一些企业按照合同为其他企业加工订做产品时，先将本企业

生产该产品所需耗费的原材料以卖给对方的名!义作价转入往来账。因此税法规

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

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生产的应

税泊费品，或者受托方以委托方名义购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以及受托方

将自己所有的原材料卖予委托方，然后再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进行生产

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应按照销售自制应税产品缴纳消费税。因此，纳税人应认真

区分，以便利用税法为自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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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是对我国境内从事交通运输、建筑、金融保险、邮电通信、

文化体育业、娱乐业和服务业以及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羊位和

个人，就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

第一节 苦.:It税概;在

营业税的纳税人及如缴义务人

1.纳税人

营业税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

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其中，"单位"是指固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

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它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和不独立核算的单位。"个

人"是指个体经营者和其他有经营行为的个人。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1)中央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铁道部;合资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是

合资铁路公司;地方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是地方铁路管理机构;基建临管线运

营业务的纳税人是基建临管线管理机构。

(2) 从事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理运输或其他陆路运输业务并负有营业

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从事运输业务并计算盈亏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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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租赁或承包他人经营的，以承租人或承包人为纳税人。

2. 扣缴义务人

为对营业税征收发挥源泉控管作用，营业税对下列应税行为规定了扣缴义务

人，其纳税人应纳的税款，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辙。具体规定如下:

(1)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受托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扣缴义务人。

(2) 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转包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

(3) 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而在境内未设经营机构的，其应

纳税款以代理者为扣缴义务人;没有代理者的，以受让者或购买者为扣缴义

务人。

(4) 单位或个人进行演出由他人售票的，其应纳税款以售票者为扣缴义

务人。

(5) 分保险业务，以初保人为扣缴义务人。

(6) 个人转让除土地使用权外的其他无形资产，其应纳税款以受让者为扣

缴义务人。

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1.征税范围的具体内窑

营业税的征税毡围包括我国境内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

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有偿提供的劳务和有偿转让无形资产和

销售不动产的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1)交通运输业，是指使用运输工具或人力、畜力将货物或旅客送达目

的地，使其空间位置得到转移的业务活动。其征税范围包括陆路运输、*路

运输、航空运输、 4 管道运输、装卸搬运，以及与运营业务有关的各项劳务

活动。

(2) 建筑业，是指建筑安装工程作业。其征税范围包括建筑、安装、修缮、

装饰、其他工程作业。单位和个人自己新建建筑物后销售其自建行为视同提供应

税劳务。 也

(3)金融保险业，是指经营金融保险的业务。其征税范围包括金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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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邮电通信业，是指专门办理信息传递的业务。其征税范围包括邮政和

电信。

(5) 文化体育业，是指经营文化、体育活动的业务。其征税范围包括文化

业、体育业。

(6) 娱乐业，是指为娱乐活动提供场所和服务的业务。其征税范围包括

经营歌厅、舞厅、卡拉 OK 歌舞厅、音乐茶座、台球、高尔夫球、保龄球场、

游艺场等娱乐场所，以及娱乐场所为顾客进行娱乐活动提供服务的业务。

(7) 服务业，是指利用设备、工具、场所、信息或技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

业务。其征税范围包括代理业、旅店业、饮食业、旅游业、仓储业、租赁业、广

告业、其他服务业。

(8) 转让无形资产，是指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为。征税范

围包括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商标、转让专利权、转让非专利技术、转让著作

权、转让商誉。

(9) 销售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征税范围包括销售

建筑或构筑物，销售其他土地附着物。

2. 征税范围的其他规定

(1)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行为。《营业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混合销售行为的征税问题作了如 F规定:从事货物的生
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

物，应当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提供应税劳务，应

当征收营业税，但从事运输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售货

切的混合销售行为，征收增值税。

纳税人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应由国家税务总局所属征收机关

确定。

(2) 纳税人兼营应税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

营业额，以及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

应合并所有应税劳务营业额和货物或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一并征收增值税，不

征收营业税。

纳税人兼营的应税劳务是否应当一并征收增值税，应由国家税务总局所属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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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机关确定。

(3) 单位或个人自己新建建筑物后销售，其自建行为视为提供应税劳务，

应当按建筑业税目征收 3%的营业税，同时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 5%的营业税。
(4) 转让不动产有限产权或永久使用权，以及单位将不动产元偿赠送他人，

应视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

(5) 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

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营业税。但转让该项股权的，应当征收营业税。

(6) 土地所有者(国家)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归还

土地所有者的行为，不征营业税。

营业税的税目和税率

营业税按行业共设置了九个税目，即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

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元形资产、销售不动产。

营业税设置了 3%、5%和 5% -20% 的幅度比例税率，具体规定如表 7 -1
所示:

表 7 -1 营业税税目税率表

税目 税率(% )

1.交通运输业 3

2 建筑业 3

3. 金融保险业 5

4 邮电通信业 3

5. 文化体育业 3

6. 娱乐业 5 -20

7. 服务业 5

8 转让元形资产 5

9. 销售不动产 5

税法规定，实际适用税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决定。纳税人兼营不

同税率的应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业额、转让额、销售额;未分

别核算营业额、转让额和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气ζ军〉



MZ ℃
营业税的减免

为了贯彻国家政策，照顾某些纳税人的特殊情况，税法和国家有关政策对营

业税的起征点、法定免税项目、税收优惠作出了具体规定。

另外税法还规定，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单独核算免税、减税

项目的营业额，未单独核算的，不得免税、减税。

1.起征点规定

营业税起征点的规定适用于个人。纳税人的营业额未达到起征点的，不纳

税;营业额达到起征点的，应按营业额全额计算应纳税额。营业税起征点的幅度

规定为: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 200 - 800 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

(日)营业额 50 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属地方税务机关可以在规
定的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适用的起征点，并报国家税务总局

备案。

2. 法定免税项目

(1)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姻介

绍服务、殡葬服务。

(2) 医院、诊所、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3)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

(4) 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

务，家禽、牧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项目。

(5)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书画馆、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

活动的门票收入，以及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6)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自己直接收取，属于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或其

所属财政、物价部门以正式文件允许的，而且收费标准符合文件规定的各类行政

性收费项目。

(7)残疾人员个人为社会提供的劳务。

〈写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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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充优惠项目

(1)校办企业的优惠。

校办企业凡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必须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

理，经营收入归学校所有) ，其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所提供的应税劳务(服务

业税目中的旅店业、饮食业和娱乐业除外) ，可免征营业税。

(2) 社会福利企业的优惠。

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企业和街道、乡镇举办的福利企业，凡安置的"四残"

人员占企业从业人员总数 359毛以上的，其从事服务性业务的收入己纳的营业税，

经税务机关批准，可退还给福利企业。对"四残"人员个人从事劳务等服务性

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3) 返还性人身保险收人的优惠。

保险公司开展的 1年期以上的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取得的保险收人项目。

(4) 著作权转让收入的优惠。

这是指个人转让著作权所取得的收入项目 o

(5)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的优惠。

这是指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收入项目。

(的技术转让收入的优惠。

这是指科研单位有偿转让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

项目。

(7 )财政性收入的优惠。

这是指国有粮食企业保管政府储备粮油取得的财政性补贴收入项目。

4. 有关行业性的税收优惠

(1)对于从事国际航空运输业务的外国企业或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

企业从我国内地运载旅客、货物、邮件的运输收入，在国家另有规定之前，应按

4.659 毛的综合计征率计算征税。

(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不作

为境内提供保险，为非应税劳务，不征营业税。

(3)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不征营业税。人民银行对企业贷款

飞〈豆豆〉



第七章 A

营业税、 ~J

或委托金融机构贷款的业务，应征收营业税。

(4) 金融机构往来业务暂不征收营业税。金融机构往来是指金融企业联行、

金融企业与人民银行及同业之间的资金往来业务，包括再贴现、转贴现业务取得

的收入。

(5) 对电影放映单位放映电影取得的票价收入按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后，

对电影发行单位向放映单位收取的发行收入不再征收营业税，但对电影发行单位

取得的片租收入仍应按全额征收营业税。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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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作为从价计征的税种，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是提供应税劳务的营业额。转让无

形资产的转让额或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统称为营业额。因此，正确计算营业税

首先应从正确计算营业额开始。

销售额的确定

1.一般营业额的确定

营业额即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而向对方收取

的全部价款及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包括向对方收取的手续费、基金、集资费、代收款、代垫款项以及

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价外费用无论会计制度如何核算都应井入营业额计算

应纳税额。

2. 特殊行业营业税的确定

(1)交通运输业。

Cl运输企业自中国境内载运旅客或货物出境，在境外其载运的旅客或货物改

由其他运输企业承运的，以全程运费减去付给转运企业的运费后的余额为营

业额。

②联运业务的营业额为其实际取得的营业额，即指运输企业开展联运业务

时，以收到的收人扣除支付给以后的承运者的运费、装卸费、包装费等费用后的

余额。

(2) 建筑业。

①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转包给他人的，以工程的全部承包额减去

付给分包人或转包人的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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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事建筑、修缮、装饰工程作业，无论与对方如何结算，其营业额均应包

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和动力的价款在内。

③从事安装工程作业，凡以安装的设备的价值作为安装工程价值的，其营业

额应包括设备的价值在内。

(3) 金融保险业。

①转贷业务以贷款利息减去借款利息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②买卖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的卖出价减去买人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③保险业实行分保险的，减去初保业务的全部保险收入付给分保人的保费后

的余额为营业额。

(4) 文化体育业。

单位或个人进行演出，以全部票价收入或者包场收入减去付给提供演出场所

的单位、演出公司或者经纪人的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5) 娱乐业。

娱乐业的营业额包括点歌费、调酒和饮料收费、门票收费、台位费和经营娱

乐业的其他各项收费。

(6) 服务业。

①旅游业务以全部收费减去替旅游者付给其他单位的食宿、交通、门票和其

他代付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②旅游企业组织旅游团到中国境外改由其他旅游企业接团，以全程旅游费减

去付给该接团企业的旅游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在境内的比照执行。

③广告代理业的营业额为代理者向委托公司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

付给广告发布者的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

(7) 由税务机关核定营业额的情况。

①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元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价格明显偏低且元正当

理由的;

②纳税人自己新建建筑物后出售。

其营业额按下列顺序核定:

①接纳税人当月提供的同类应税劳务或销售的同类不动产的平均价格核定;

②按纳税人最近时期提供的同类应税劳务或者销售的同类不动产的平均价格

核定;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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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按下列公式核定计税价格:
计税价格=营业成本或工程成本 x (1+成本利润率)-:-{l- 营业税税率)

公式中的戚本利润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属税务机关确定。

(8) 纳税人按外汇结算营业额。
纳税人按外汇结算营业额的，其营业额的人民币折合率可以选择营业额发生

的当天或当月 1 日的国家外汇牌玩(原则上为中间价)。但金融保险企业营业额

的人民币折合率为上年度决算表确定的比率。

纳税人应在事先确定选择采取何种折合率，确定后一年内不得变更。

应纳税额的计算

营业税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营业额 x 税率

自 1994 年 1月 1 日开始实施《营业税暂行条例》至今，我国经济形式及成

分相应发牛了深刻的变化。下面将区别不同的行业与不同的应税行为就有关营业

税缴纳问题进行具体剖析。

1.交通运输业

(1)有关联运业务、境内境外分包业务的营业税计算。

[例7-1]B 市国联货物运输公司组织货物运输，总承包价款为 420 万元，
其中一笔业务为跨省运输，在运抵外省后，由外省运输公司转运至某县，付给该

公司 26 万元;另一笔为跨国运输，国联公司在运抵连云港后，转包给荷兰一家
运输公司，支付运费 118万元与此外，还有一笔业务，跨省后由下属运输企业转
运，支付运费 14 万元，该企业与总公司为非独立核算羊位。现确定国联货物运

输公司应纳的营业税税额。

解:根据税法规定，运输企业自境内运输族客或货物出境，在境外改由其他

运输企业承运的，以全程运费减去付给该承运公司的运输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

额。企业在境内转包给他人的业务比照联运业务进行核算。非单独核算的下属企

业应井入总机构一起缴纳营业税。

国联货物运输公司应纳营业税税额为:

(420 一 26-118) x3% =8.28(万元)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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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搬家业务是按"服务业"缴税，还是按"交通运输业"缴税?

【例7 -2] B 市某搬家公司 2 月份实现劳务收入 160万元。该市税务局在确
定该项业务性质时，有的人认为该公司的搬家业务应属于"服务业"征税范围，

适用税率 5%; 也有人认为该公司的业务属"交通运输业"中的"苯卸搬运"，

适用税率为 3% 。现确定该公司搬家业务的性质以及应缴纳的营业税税额。
解:根据税法规定及国税发 [1994J 159号文件，搬家业务是指搬家公司利

用运输工具或人力将货物在装卸现场之间进行搬运，使货物实现了空间位置的转

移的业务，因此，具有装卸搬运的特点，应按"交通运输业"中的"装卸搬运"

项目征收营业税。

该搬家公司应纳营业税税额为:

160x3%=4.8 (万元)

2. 建筑业

(1)建筑业营业额的确定c

【例7 -3] 京通建筑安装公司取得一项总承包工程项目，总计 2400 万元，
由于其中涉及一项楼宇自动化工程布线工程，该公司将这部分转包给 B公司，价

值 1000 万元。另外取得工程结算收入 8900 万元，其中工程作业收入为 1100 万
元，购买各种建材物资收入 4000 万元，安表的锅炉管逗等设备价值 3800 万元。
还取得出租压珞机、台吊等机械收入 120万元。现确定京通公司应继纳的营业税
税额，并指出税款缴纳方式。

解:根据税法规定，纳税人从事建筑、修缮、装饰工程作业，元论与对方如

何结算，其营业额均应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物资和动力的价款在内;纳税人

从事安装工程作业，凡安装的设备的价值作为安装工程产值的，其营业额应包括

设备的价款在内;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者转包给他人的，以工程的全

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者转包人的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其中总承包人为

分包价款的代扣代缴义务人。另外京通公司出租机器设备应按"租赁业"缴纳

税款。具体计算如下:

京通公司按"建筑业"应交营业税为:

(2 400 - 1 000 +8 900) x 3% = 309 (万元)
京通公司代扣代缴营业税:

f
〈军乙二♀



4

》JE 税收知识与到自筹划

1000 x3% =30 (万元)
京通公司按"服务业一一租赁业"应交营业税为:

120 x5% =6 (万元)
(2) 自建自销建筑物的营业税缴纳问题。

[例7 -4] 日升房地产开发公司某月建成小型写字楼一幢(共五层)。该楼

工程结算价款为 3740 万元，其中一层归该公司自用，二、三层对外销售，每平
方米1.16万元，共获得收入 2320 万元。另外，四、五两层对外出租，月租金
50 万元。现确定该公司当月应缴纳的营业税税额。

解: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如果纳税义务人自己从事房屋的建设与销售，应该

对其自建行为视同提供应税劳务，征收"建筑业"营业税，对其销售的房屋或

建筑物按"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对其出租房屋的收入按"租赁业"缴纳

营业税。

日升公司应纳营业税税额为:

3740 x3% +2320 x5% +50 x5% =230.70 (万元)
(3) 工程承包公司不同业务的纳税问题。

[例7 -5] 某工程基建公司结算两笔工程业务款项，其中一项为该公司与四
海机械厂签订的建房合同，价值 245 万元，工程实际施工被转包给 C 建筑工程
队，价值 189万元;另一笔为该公司与某银行签定的工程监理合同，该工程由 D
公司负责施工，价值 850万元，工程基建公司获监理费 45 万元。现确定该公司
应纳税款。

解: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工程承包公司承包建筑安装工程应区分不同情况缴

纳税款。

①若是工程承包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承包合同的建筑安装工程业务，无论其

是否参与施工，均应按"建筑业"税目征税。

②若是工程承包公司不与建设单位签订承包建筑安装五程合同，只是负责工

程的组织协调业务，对工程承包公司的此项业务，则按"服务业"税目征收营

业税。

工程承包公司应纳营业税税额为:

(245 -189) x3% +45 x5% ::3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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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保险业

金融保险业作为一项较为特殊的行业，我国税法对此做出了以下规定:

①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不征营业税，但对企业贷款或委托金融机

构贷款的业务应当征收营业税。贷款业务一律以利息收入全额为营业额计征营

业税。

②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的买卖业务是指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

机构)从事的外汇、有价证券、期货买卖业务。非金融机掏和个人买卖外汇、有

价证券或期货的，不征营业税。

③转贷外汇业务是指金融机构直接向境外借人外汇资金，然后再贷给国内

企业。

④融资租赁，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和财税字 [1995] 655 号文件补充规

定，内资企业从事融资租赁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开展融资

业务，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现为商务部)审批。营业额为租赁费(由设备

价款、运输费、安装调试费、于续费、利息组成)减去设备价款的余额。不属于

上述两类通过审批(即中国人民银行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可以从事融资租

赁业务的企业，则不属于金融类企业，这类企业的租赁行为属"服务业 租赁

业"，其营业额为租赁费全额。

(1)金融机构的贷款、转贷、证券买卖、融资租赁等业务的营业税缴纳

问题。

【例7 -6 】羽西机械技术信托投资集团获得如下营业收入:
①将自有资本贷与他人使用，获得利息收入 256 万元。

②转贷业务，从某银行获得资金，贷与他人使用，其借款利息 440 万元，因

转贷取得利息收入 590 万元。另外与国外企融机构合作获得」笔外汇转贷业务，

利息费用 490 万美元，利息收入 640 万美元(收到外汇时的汇价分别为 6.84 人

民币元/美元和6 82 人民币元/美元，)。

③进行证券买卖与期货交易，以 29 元/股购入A 公司股票 2.4 万股;卖出 1

万股，卖出价为 35 元/股。另外，从事绿豆期货交易获利 160 万元。

④该公司属中国人民银行审批的可以经营融资租赁企业，租赁收入 2560 万

元，其中设备价款为 1 960 万元。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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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公司从事信贷中介与咨询业务，获得营业收入 216 万元。

注:全融保险业营业税按 5%计算。

现确定该集团应缴纳的营业税税额。

解:①根据我国税法规定:金融机构吸收单位、个人或者利用自有资金进行

的贷款业务，不属于转贷业务，应就全部利息收入征收营业税。

②从事外汇、有价证券及期货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

业额。期货是指非货物期货，货物期货不征收营业税。

③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1996J 50 号文件规定，金融保险业

以外汇结算营业额的，金融业技其收到外汇的当天或当季季末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基准汇价折合营业额;保险业按其收到外汇的当天或当月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基准汇价折合营业额，并计算营业税。纳税人选择何种折合率确定后，一年

之间不得变动。

④金融业从事咨询、中介服务，比照"服务业"征税。

羽西集团应纳营业税税额为:

256 x 5% + (590 - 440) x 5% + (640 x 6. 82 - 490 x 6. 84) x 5% + (35 - 29 )

xl x5% + (2 560 -1960) x5% +216 x5% = 112‘06( 万元)

注:绿豆期货属于货物期货，应当征收增值税，在期货的实物交割环节纳税。l

(2) 有关保险机构分保、个人投资分红保险以及保险标的种类不同业务的

营业税计算。

[例7 -7] A 市某保险公司开展如下业务，并获得营业收入。
①为 A 市 45 家企业办理医疗保险业务，获保费收入共计 1 875 万元。

②开展财产、人身保险业务，该项业务具有保费到期返还给投保人的特点。

因此向投保者收取的全部保费记入"储金"科目，共 2457 万元，再将储金进行

国债投资或存入银行，获得利息收入 280 万元，记入"保费收入"科目。

③办理个人投资分红保险业务 103起，共获保费收入 480 万元。

④承接一项境内运输企业保险业务，总保费为 1200 万元。因风险过大，分

保给国外一家保险公司，分保额为 400 万元。

⑤承接一项分保业务，该业务以国外保险机构为总保人，保险标的为境内一

项工程安装项目，获得分保收入当 0 万美元(汇率: 6.8487 人民币元/美元)。

⑥从境外一笔保险业务获得收入 70 万美元(汇率: 6.8475 人4民币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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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现确定该保险公司本年应缴纳的营业税税额。

解:①根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的保险费属于

营业额，而不是储金的利息收入。因为利息收入是向银行或债券买卖人收取的。

此外，到期返还的储金也不应从营业额中扣除。

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宇 [1994J 002 号文件，对保险公司开办

的个人投资分红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个人投资分红保险，是指

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具有死亡、伤残等高度保障的长期人寿保险业务，保险期

满后，保险人还应向被保人提供投资收益。因此，例题中的第③项业务免征营

业税。

③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实行分保险的，初保业务以全部保费收入减去付给分

保人的保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O

④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对境内保险机构以出口货物为标的的保险劳务免征营

业税。因此，例题中保险公司的第⑤项业务不能免征营业税。

该保险公司应纳营业税额为:

[1 875 + 2 457 + (12∞-捕。)+ 70 x 6. 8475] x 5% + 50 x 6. 8487 x 5% =
297.69( 万元)

4. 邮电通信业

【例7 -8] A 市电信局某月获得如下收入:
①为用户安苯电话1. 2 万部，获得收入 4672 万元，记入"电话初装费"

J!长目。

②销售电话机、子机等用品，销售收入 2800 万元。

③获得电话费收入 3800 万元，其中长途电话费收入 2200 万元。

④另外开设 168 电话咨询、点歌等业务，提供特殊的咨询服务，获利 278

:歹元'0

现确定该电信局当月需缴纳的营业税。

解:根据我国税法及国税函发[ 1995] 156号文件，为用户安装电话的业务

属于"邮电通信业"税目的征收范围。"电话初装费"是指邮政部门为用户安装

电话而收取的费用。电信局销售电话机、手机等用品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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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电信部门开办 168 台电话，利用电话开展有偿咨询、点

歌等业务，应认定 168 台是具有特殊用途的电话台，其业务属于《营业税税目注

释》规定的"用电传设备传递语言的业务"，应按"邮电通信业"税目征收营业

税，而不属于"服务业-一咨询业"。该电信局当月应缴纳的营业税为:

(4 672 + 3 800 +278) x 3% =262. 5(万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 =2800 x 17%
=476( 万元)

关于不同行业应税行为的纳税问题，限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仅在此讨论以上

几个行业的纳税额确定问题。读者可以借助其他相关资料全面掌握不同行业营业

税应税额的计算。

会计账户的设置

为了核算营业税的缴纳，企业应设置"应交税费-一←应交营业税"科目，

与该科目相对应，根据行业和业务性质的不同，金融保险业、旅游饮食服务业、

邮电通信企业、民用航空企业、农业企业设"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交通运

输企业，设"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铁路运输企业，设"运输税金及附加"

科目;房地产开发企业，设"经营税金及附加"科目;施工企业，设"工程结

算税金及附加"科目;外经企业，设"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

"应交税费一二应交营业税"科目贷方发生额表示企业提供应税劳务、转让

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规定应当缴纳的营业税;借方发生额表示企业实际缴纳

的营业税税额;余额在贷方表示应变而未交的营业税税额，余额在借方则表示多

缴应退还的营业税税额。

瞠垒坐理

营业税的会计处理，一般来说分为主部分:

(1)企业按营业额和规定税率计算应撤纳的营业税税额。

(2) 根据计算出的营业税税额，解交应缴纳的税款。

(3) 到会计期末，将计提的税金转入当期损益，核算本年利润。

1.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营业税的换算一般应设置"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他应付款"

\~、A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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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交税费 应交营业税"等账户。

(1)企业计算应纳营业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营业税

(2) 缴纳营业税。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银行存款

【例7 -9] 某港口企业某月取得苯卸收入 640 000 元、港务管理收入 180 000

元，适用税率 3% ，其应纳税额计算如下:

应纳税额 =(6400 ∞+180 000) x 3% = 24 600(元)

相应会计分录为:

①计算应纳营业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46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24600

②上交税金。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24600

贷:银行存款 24600

【例7 -10 】某航运公司水陆联运一批货物至 x x城市，其中货物运到该城
市港口后需经某公司汽车运输一段路程至目的地，汽车运费等费用为 300 000元，

已收到全程运费折合为人民币 1 200 000 元，货物已运到目的地，营业税率为

3% ，其会计处理如下:

①实现收入。

借: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应付款(或联运往来)

②计算应交营业税。

应交营业税 =900 000 x3%

=27 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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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③上交税金。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银行存款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 建筑业

建筑企业核算营业税应设置"营业税金及附加"、"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

税"和"应付账款"等账户。

(1)建筑业应纳税额的计算。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例7-11] 某建筑公司装修完毕某项工程，工程结算收入为 2360000 元，

另外，该项工程由对方单位自备苯修材料 440000 元，税率为 3% ，则会计处理

如下:

该公司应交的营业税计算如下:

①应纳税额= (2360000 +440 000) x3%

=84 000(元)

②公司应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84000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营业税 84000

(2) 建筑安装企业营业税代扣。

建筑安装业务实行转包或分包的，由总承包人代扣代缴营业税。

①总承包人收到承包款项时，对应付给分包人或转包人的部分，做如下会计

处理: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账款

②对应代扣的营业税。

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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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付账款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③交纳营业税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银行存款

[倒7 -12] 某建筑工程公司，承包某二级公路工程，其中三座大桥分包给

某建桥专业公司。完工时，结算工程价款 836 000 000 元，每庄大桥工程价款

81400000 元，税率为 3% ，会计处理如下:

①公司收取承包款项。

借:银行存款 836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分包款项

②计算应交营业税和代扣营业税。

应交营业税= 591 800000 x 3%
=17754000 (元)

代扣营业税= 244 200000 x 3%
=7326000 (元)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分包款项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③缴纳营业税。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银行存款

3. 金融保险业

金融保险营业税的核算应设置"营业税金及附加"、"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

业税"和"应付账款"等账目。

591 800000

244 200 000

17754000

7326000

25080 ∞o
25080000

25080000

(1)金融保险业一般业务。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五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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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啻1]7-13) 某保险公司经营国内保险业务，获得保险收入 1 200 000 元，支

付分保人的保费 600 000 元，税率 5%0 其会计处理如下:

①计算应交的营业税 Q

应纳税额= (12000 ∞ -600 000) x5%

=30 000 (元)

②有关会计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2) 金融企业转贷业务。

①收到转贷款项。

借:银行存款

贷:有关借款科日

②将款项转贷。

借:有关借款科目

贷:银行存款

③支付借款利息。

借:利息支出

贷:银行存款

④收到贷款利息。

借:银行存款

贷:利息收入

⑤计算应纳营业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营业税

(3) 金融企业经营买卖外汇、有价证券、期货买卖等业务。

①买入证券。

借:自营库存证券

贷:银行存款

②卖出证券。

飞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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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贷:证券销售收入

结算成本:

借:证券销售成本

贷:自营库存证券

③计算应交营业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4) 金融企业接受其他企业委托发放贷款，代扣代缴营业税。

金融企业接受其他企业委托发放贷款，收到委托贷款利息时，借记"银行存

款"或"有关企业存款"等科目，贷记"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委托贷款利息"科

目，计算代扣的营业税时，借记"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委托贷款利息"科目，贷

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科目，代缴营业税时，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

交营业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或"财政性存款"科目。

①收到委托贷款利息。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委托贷款利息

②按规定计算代扣的营业税。

借: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委托贷款利息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③代交营业税。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银行存款

[例7 -14] 某银行分行接受 A 企业委托，将本企业闲直资金 2 000 000 元，
指定贷给丙企业作为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年利率 169奋，贷款第一个季度，

收到利息 80 000 元。其会计处理如下:
(1)计算应纳税额。

应纳营业税额 =80 000 x5%
=4 000 (元)

〈正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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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

80000

4000

4000

4000

4000

80000

4000

76000

76000

4000

ι80000

4000

(2) 做会计分录。

①该行收到贷款利息: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委托贷款利息

该行计算代扣营业税:

借: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委托贷款利息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代交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银行存款

②委托企业收到银行利息通知。

借: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委托贷款利息

贷:其他营业收入

同时计算应付代扣营业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变营业税

委托企业收到贷款利息和银行代交营业税完税通知: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账款一-应收委托贷款利息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委托贷款利息 4000

4. 邮电、文化、摆乐及服务业

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和服务业等核算营业税的方法与交通运输

业基本相同，在此仅举例予以说明。

{例7 -15] 某邮电局某月取得传递函件、包件收入 140000 元，发行各类报

刊杂志收入 70000 元，销售邮务物品收入 18000 元，销售邮票、集邮物品收入

40000 元，其他邮政业务收入 25000 元(邮电通信业营业税适用税率 3% .销售

邮务物品、邮票、集邮物品应纳增值税)，其会计处理如下:

①计算应纳税额。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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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营业税额= (140 000 +70 000 + 25 000) x 3%

=235 000 x3%

=7 050( 元)

应纳增值税额= (18 000 +40 000) x 17%

=9860( 元)

②做会计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691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7 050

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9860

[例7 -16] 某歌舞团在某市文艺礼堂举办演出三场，取得票价收入 280 000

元，支付给文艺礼堂的场租费 65 000 元，经纪人费用 19000 元，适用税率 5% ，

其会计处理如下:

①计算应纳营业税额。

应纳税额= (280 000 - 65 000 - 19 000) x 5%

=9800( 元)

②做出会计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98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9800

[例7 -17] 某国际旅行社组织一旅游团赴泰国、新加坡等国旅游，共收取

旅游费 700000 元，该团支付给其他单位食宿、交通费 80000 元，支付给境外接

团的国外旅行社 480 000 元，适用税率 5% ，则会计处理如下:

①计算应纳营业税额。

应纳营业税额= (700 000 - 480 000 - 80 000) x 5%

=7 000(元)

②做出会计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7 0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7 000
[例7 -18] 某保龄球馆本月取得营业收入 80 000 元，其中门票收入 50 000

元，另外烟酒、饮朴收入 30000 元，适用税率 5% ，其会计处理如下:

〈五二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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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算应纳税额。

应纳营业税额 =80000 x5%

二4000 (元)

②做出会计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40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4000

注:娱乐业的营业额包括点歌费、调酒和饮料收费、门票收费、台位费和经

营娱乐业的其他各项收费。

5. 销售不动产

核算销售不动产的营业税，应设置"固定资产清理"、 "营业税金及附加"

和"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等账户。

(1)房地产企业销售不动产。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 应交营业税

(2) 非房地产企业销售不动产。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例7 - 19] 某企业出售一栋厂房，厂房原价 16 000 000 元，己提折旧

11 000000 元，出售所得收入 8000 000 元，向银行支付清理费 60000 元，厂房

己清理完毕，营业税率 5% ，其会计处理如下:

①销售建筑物，结转净值和己提折旧。

借:固定资产清理 5000000

累计折旧 11∞0000

贷:固定资产 16000000

②收到销售收入。

{昔:银行存款 8∞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8000000

③发生固定资产清理费用。

飞，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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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银行存款

④按销售额计算营业税。

应交营业税 =8000000 x5% =400000 (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⑤缴纳营业税。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银行存款

⑥结转销售不动产的净收益。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营业外收入一二清理固定资产净收益

60000

6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2540000

2540000

6. 转让无形资产

核算转让元形资产的营业税，应设置"其他业务成本"和"应交税费一一

应交营业税"等账户。金融企业还应设置"其他营业支出"账户。

(1)一般企业销售无形资产。

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2) 金融保险业销售无形资产。

借:其他营业支出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3) 对外经济合作企业销售无形资产。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4) 旅游、饮食服务企业销售无形资产。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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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 20] 某工业企业转让一项专利，取得收入 460 000 元，营业税率

5% ，其会计处理如下:

①计算转让无形资产的营业税。

应纳税额 =460000 x5%

=23000 (元)

②做出会计分录。

借:其他业务成本 23 0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23000

下面以表格的形式对以上不同行业的营业税计算、缴纳及代扣代缴等业务进

行具体分析，见表 7 -2。
表 7 -2 营业税的计算与解缴处理表

行应不\业税同h芷\为\行\、\为\

一般营业税的计算与解缴处理 特殊情况下的代扣代缴处理

计算 解缴 计算 解缴

借方贷方借方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营业税
金融保险业 金及加附

旅游饮食服务业，
营业税

金及加附 应交
邮电通信业 税费

应交
税费

营业 一一应
一一应 银行

房地产开发企业 税金 交营
交营 存款

及附加 业税
业税

营业
交通运输企业 税金

及附加
固定 应交 应交 银行

企业销售列 资产 税费 税费 存款
为"固定资 清理 一一应 一一应
产"的不动产 交营 交营

业税 业税

飞I\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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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才行应\业租向、行及\为 行\\\为

一般营业税的计算与解缴处理 特殊情况下的代扣代缴处理

计算 解缴 计算 解缴

借方贷方借方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其他 应交 应交 银行

企业转让 业务 税费 税费 存款

无形资产 成本 一一应 应
交营 交营
业税 业税

、
建筑业总
承包人将 营业 应交税 应交税 银行 应付账 应交税 应交税 银行

部分工程 税金 费一一 费一一 存款 款一一 费一一 费一一 存款

转包给分 及附加 应交营 应交营 应付分 应交营 应交营

包人 业税 业税 包款项 业税 业税

金融机构
应付账 应交税 应交税
款一一 费一→ 费一一 银行

受其他企业 应付委 应交营 应交营 存款
委托发放 托贷款 业税 业税
贷款 利息

对于税务机关查出的以前年度营业税问题，要进行会计调账处理:

调账时: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缴纳税金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营业税

贷:银行存款

伊输棋婚啡、

2007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真题

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06 年 8 月发生有关业务及收入如下:

(1)旅游景点门票收入 650 万元;

〈写:J去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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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区索道客运收入 380万元;
(3) 民俗文化衬项目表演收入 120万元;
(4) 与甲企业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以景区内价值 2000 万元的房产使用权与

甲企业合作经营景区酒店(房屋产权仍属公司所有) ，按照约定旅游公司每月收

取 20 万元的固定收入;
(5) 与乙企业签订协议，准予其生产的旅游产品进入公司非独立核算的商

店(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一次性收取进场费 10 万元。当月该产品销售

收入 30 万元，开具旅游公司普通友票;
(6) 处理己使用过的旧车一批，其中机动车 1辆，原值 15万元，售价 5 万

元;电动观光车 10辆，原值 4.2万元/辆，售价O.8 万元/辆。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下列序号回答问题，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门票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

(2) 计算索逗客运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

(3) 计算民俗文化村表演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

(4) 计算合作经营酒店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

(5) 计算商店应缴纳的营业税;

(6) 计算商店应级纳的增值税;

(7) 计算旧车处理应缴纳的增值税。

参考答案:

(1)门票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650x3% =19.5 (万元)(文化体育止)
(2) 索道客运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 380x 5% = 19 (万元)(服务业)
(3) 表演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 =120x3% =3.6 (万元)(文化体育业)
(4)合作经营酒店应纳营业税 =20 x5% =1 (万元)(服务业)
(5)商店应纳营业税 =10x5% =0.5 (万元)
(6) 商店应纳增值税 =30+ 0+4%) x4%= 1.15 (万元)
(7)售价低于原值，免征增值税。

飞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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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纳税人收运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

款项凭据的当天，具体规定为:

(1)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采用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当天。

(2) 纳税人自建建筑物后销售的，其自建行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其销

售自建建筑物并收记营业额或索取营业额凭证的当天。

(3) 纳税人将不动产元偿赠与他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不动产所有权

转移的当天。

(4) 发生扣缴义务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扣缴义务人代纳税人收记营

业收入款项或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证的当天。

营业税的纳税期限

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5 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个季度。纳税人

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

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一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

纳税;以 5 日、10 日或者 15 日为一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5 日内预缴税款，

于次月 1 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营业税的纳税地点

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但是，纳税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以及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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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劳务，应当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纳税人转让无形资产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但是，纳税人转让、出租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

纳税人销售、出租不动产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

的税款。

伊喻拱替你啦

国务院令 540号营业税暂行条例新与国务院令 (1993) 136号旧对比
新营业税暂行条例 老营业税暂行条例

第四条 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元形|第四条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元形资

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按照营业额和规定|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按照营业额和规定的税

的税率计算反纳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I 率计算反纳税额。反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营业额 x 税率 应纳税额±营业额 x 税率

营业额以人民币计算。纳税人以人民| 应纳税额以人民币计算。纳税人以外汇

币以外的货币结算营止额的，应当折合成!结算营业额的，应当按外汇市场价格折合成

人民币计算。 I 人民币计算。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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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除外:
(一)运输企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一)纳税人将承揽的运输业务分给其
|运输旅客或者货物出境，在境外改由其他远

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 1
|输企业承运乘客或者货物，以全程运费减去

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
2 付给该承运企业的运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O

人的运输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ζ〈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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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税人从事旅游业务的，以其

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替旅旅者

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费、

交通费、旅眉宇景点门票和支付给其他接团

旅眉宇企业的罩在将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二)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羊

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
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

营业额;
(四)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

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

额为营业额;
(五)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的其他情形。
( 1日条例(四)新的暂行条例取 J占了)

第五条新条例范围不单单是境外了

第六条纳税人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扣除
|元

有关项目，取得的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该

项目全额不得扣除。

第七条 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元形资

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

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营业额。

(二)旅眉宇企业组织罩在将团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外旅碍，在境外改由其他旅游企业

接团的，以全年呈旅旅费减去付给该接团企业

的罩在眉宇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三)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

者转包给他人的，以工程的全部承包额减去
付给分包人或者转包人的价款后的余额为营

业额。
(四)转贷业务，以贷款利息减去借款利

息后的余额为营业额。(新条例删除了)

(五)外汇、有价证券、期货买卖业务，
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六)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下列项目免征营业税: 第六条下列项目免征营业税:

(六)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

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

画院、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

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七)境内保险机构为出口货物提供的

保险产品。

第九条 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

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营业额;

未分别核算营业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六)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

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文物保护单

位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

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七)原条例及有(原来营业税范围里

不包括境内保险机构提供的出口货物险、出

口信用险的保险劳务)

第七条 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

当羊独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营业额;未羊

独核算营业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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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纳税人营业额未达到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起往点的，免

征营业税;达到起才正点的，依照本条例规

定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

第十一条 营业税扣缴义务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浅外的单位或者

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元形资产

或者销售不动产，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

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珑

内没有代理人的，以受让方或者购买方为

扣缴义务人。

(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的其他扣缴义务人。

第十二条 营业税纳税义务友生时 l司为纳

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元形资产或者销

售不动产升收 tt 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
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夭。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营业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营

业税纳税义务友生的当夭。

第十四条 营业税纳税地点:

(一)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向其机

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但是，纳税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以

及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

反税劳务，应当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二)纳税人转让无形资产应当向其机

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但是，纳税人转让、出租土地使用

权，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

(三)纳税人销售、出租不动产应当向

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

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税款。

第七条纳税人营业额未达到财政部规定的

营业税起征式的，免征营业税。

第十一条 营业税扣缴义务人:

(一)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受托发

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扣缴义务人。

(二)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者转包

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

(三)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缴义务人。

原条例无规定

第十二条 营业税纳税地点:

(一)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向应税

劳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

从事运输业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

(二)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土

地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转

让其他元形资产，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中报纳税。

(三)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应当向不动产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扣缴条例元规定)

℃五D



第十五条 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5 日、
10 日、15 日、1 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税

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

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

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一个
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

税;以 5 日、10 日或者 15 日为一个纳税期

的，自期满之日起 5 日内预缴税款，于次
月 1 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主月应纳

税款。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期限，依照前

两款的规定执行。

原第十五条与第十六条新条例中无规定

第十七条本条例自 2009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第安丰 u r℃
续表

第十三条 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五日、

十日、十五日或者一个月。纳税人的具体纳

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

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

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

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以五日、十日或者

十五日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五日内

预缴税款，于次月一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并

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扣缘义务人的解缴税款期限，比照前两

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

营业税，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有关决定执行。

第十六条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实施

细则由财政部制定。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

施行。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国务院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条例(草案 n 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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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止税的纳税筹划

~#L如下白 布础知识与纳税主划

第叼节

兼营行为的避税筹划

兼营行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税种相同，税率不同。即纳税人从事两个或两

个以上税日的应税项目。另一种是税种不同，税率也不同。也就是说，兼营应税

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的行为。下面分别来介绍这两种兼营行为的税收筹划。

1.兼营不同税目应税行为的税收筹划

(1)理论依据。

根据税法有关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目应税行为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

目的营业额、转让额、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税务部门将从高适用税率。这就

是说，哪个税目的税率高，混在-起的营业额就按哪个税率计税。

(2) 筹划方法。

由此可见，分别核算可以减少税收成本。

{例7 -21] 某餐厅既经营饮食业，又经营娱乐业。 12月份，该餐厅饮食业
收入为 10 万元，娱乐业收入为 2 万元(税务机关认定该娱乐业适用税率为

20%) 。该餐厅应如何进行核算才可减轻税收负担?

该餐厅经营饮食业，属于营业税中的服务业项目，适用税率为 5% ，而娱乐

业也属营业税中的项目，适用税率为 20% 0 因此，该餐厅的经营方式属于兼营

不同税目的兼营行为，对于这种兼营行为可以采取两种核算方式，一种是不分别

核算，另一种是分别核算。

(1)若不分别核算。

应将饮食业与娱乐业的全部收入，按娱乐业的税率 20%缴纳营业税。

应纳营业税为:

( 10 +2) x 20% ;;;2. 4(万元)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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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挠飞毛、 J

(2) 若分别核算。

饮食业按服务业项目 5% 的税率征收营业税，则应纳营业税为:
10 x5% =0.5 (万元)
娱乐业按 20% 的税率征收营业税，则应纳营业税为:
2 x20% =0.4 (万元)
该餐厅合计缴纳营业税为:

O. 5 +O. 4 =O. 9 (万元)

显然，分别核算比不分别核算少纳税 2. 4 - O. 9 =1.5 (万元)。
所以，兼营行为进行分别核算可以节税。

除此而外，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单独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

营业额;未单独核算营业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2. 兼营应税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的税收筹划

(1)理论依据。

纳税人兼营应税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行为的，应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

业额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应税劳

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但是，纳税人兼营的应

税劳务是否应当一并征收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

(2) 筹划方法。

筹划方法可以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五节中兼营行为的税收筹划。

这里仅用一个案例来说明。

[啻IJ 7 -22] 某酒店为高档酒店，主要面向国外来华的商务人员。因此，在

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的同时，还销售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品。 8 月份，该酒店

住房和餐饮服务取得收入 450 万元，通过经营商品取得收入 80 万元，试分析酒
店分别核算两种收入可为其带来的经济利益。

该酒店经营的餐饮和住宿服务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而商品经营则属于销售货

物，应征收增值税。因此，酒店的经营方式属于兼营行为。

(1)若酒店没有分别核算应征营业税的餐饮、住宿收人与应征增值税的商

品销售收人，那么应就全部收入缴纳增值税:

(450 +80) x 1713毛 =90. 1(万元)

G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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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酒店将两种应税收入分别核算，则:

应缴纳增值税: 80)( 17% = 13. 6 (万元)

应缴纳营业税: 450 x5% =22.5 (万元)

总计应纳税: 13. 6 +22. 5 = 36. 1 (万元)
因此，可为酒店带来经济利益: 54万元 (90.1 -36. 1)。

所以，对兼营行为进行分别核算可以节税。

混合销售行为的避税筹划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为 1昆合销售行为。具体讲，
混合销售行为成立的行为标准有两点，一是其销售行为必须是一项;二是该行为

必须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销售。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

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提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不征收营业税;其他单

位和个人的提合销售行为，视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征收营业税。而从事运输业

务的单位与个人在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销售货物的温合销售行为时，征收

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纳税人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由国家税务

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

从上述规定可看出，握合销售行为与兼营行为的区别在于: t昆合销售行为强
调的是一项销售行为，同时涉及应税劳务和货物销售，其范围仅指应税劳务与货

物销售的棍合;兼营行为则是指纳税人从事的经营活动中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

销售货物或非应税劳务。从货物的角度看，兼营行为是指应税劳务与销售货物不

是在一项销售行为中同时发生;从劳务的角度看，无论应税劳务与非应税劳务是

否同时发生，均为兼营行为。

至于棍合销售行为的税收筹划可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五节，这里就不再赘述。

全鲤直业题

1.理论依据

与增值税进项税可以抵扣不同，营业税直接以营业额乘以税率计算，纳税环

节越多，纳税负担越重。

企业安排业务时应考虑营业税的计算特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流转环节。

气ζ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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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筹划方法

这里用一个案例进行说明。

[倒7 -23] 某展览公司主要业务是组织筹划各种展览会。 2008 年 4 月拟定
在展览馆举办一场商品展销会，准备参展的企业有 200 家，对每家参展企业收取
参展费 4 万元，共计营业额 800万元，其中包括每个参展商场地租金 2 万元。由
于展览公司业务收入属于营业税中"文化体育业"税目，其计税营业额税法没

有规定扣除项目，则:

展览公司应纳营业税:

800 x3% =24 (万元)
展览公司将场地租金 400万元付给展览馆，展览馆应纳营业税:
400 x5% =20 (万元)
分析

如果展览公司举办展览时，让客户分别缴费，其中场租费直接付给出租场地

的展览馆，由展览馆向参展商开出发票(可以与展览馆联合办公，直接由展览馆

收费开票，也可由展览公司代理收款，发票由展览馆出具) ;而展览公司只收取

参展费，并向客户开出发票。营业额分解后，展览馆为取得的场租费缴纳营业税

数额不变，而展览公司应纳营业税为:

400 x3% = 12 (万元)
这样，展览公司减少纳税 12 (24-12) 万元。

选择适当销售价格

1.理论依据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从事营业税规定的应税项目与从事增值税、消费税规定

的应税项目在价格的确定上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多是双方面议价格，后者多是明

码标价，这样就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以较低的价格上报营业税、少缴营业税提供

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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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筹划方法

如果纳税人采取较低的定价则可以降低应纳税额，而此时还可以向购买方提

出提前付款、签订长期合同等优惠条件从而使纳税人得到总体的飞长远的利益。

因此，确定适当的价格即营业额，是利用应税项目定价的营业税纳税筹划方法的

关键。

{倒7 -24] A企业向 B企业出售一台设备，同时进行技术转让，合同总价款
为 500 万元，其中设备款为 300 万元，专有技术费为 175 万元，专有技术辅导费
为 25 万元，则该项业务应纳营业税，为:
(175 +25) x5% = 10 (万元)
如果单从营业税角度，企业可将技术转让费隐藏在设备价款中，多收设备

费，少收技术转让费。这种方法适用于国内企业向国外出口产品时，因为一般而

言，出口产品可获取出口退免税或至少可以出口免税，这时设备价款的增加不会

导致应缴增值税的发生或增加，而设备技术转让费的减少会带来营业税的减少，

可使企业总体税负下降。而对于→般情况，企业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如果

企业减少技术转让费而因此增加设备价款，导致企业应缴增值税税额的增加值大

大高于其应纳营业税税额的减少值，就得不偿失了。因此，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

时，应从实际出发，通盘考虑，系统筹划。

转让无形资产租销售不动产的避税筹划

1.转让无形资产营业班节就

单独转让无形资产的营业税，直接用转让收入乘以税率计算。随着销售货物

转让无形资产的，应划分清楚货物销售额和无形资产销售额。一般而言，技术方

面的图纸资料费、技术服务费、人员培训费属于转让收入，为设备的安装使用收

取的设计费和设备制造、维修、图纸的收费并入货物销售额。

[例7 -25] 甲企业向乙企业出售一台设备，同时进行技术转让，合同总价

款为 1 000 万元，其中设备款为 650 万元，专有技术费 275 万元，专有技术指导
费75 万元，则该项业务应纳营业税为:

(275 +75) x5% = 17.5 (万元)
飞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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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缴纳营业税的角度出发，企业对该项业务进行筹划，可将技术转

让费隐藏在设备价款中，多收设备费，少收技术转让费，就可节省部分营业

税。但货物的销售应缴纳增值税，因此纳税人在免缴增值税的产品销售时，可以

采用上例中的方法。如果应纳增值税，企业应通盘考虑后再作决策。

2. 销售不动产节税

单独出售建筑物或土地附着物时，直接用营业额乘以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

新建建筑物出售时，其自建行为按建筑业税率 3%计算营业税，出售建筑物

按 5% 税率计征，这项政策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突破口。
[例7 -26]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自建 10栋住宅楼后出售，每栋楼造价为 350

万元，税务机关核定成本利润率为 10% ，出售时共取得价款 5000 万元，则:
应纳营业税 =5000 x5%

=250 (万元)
如果企业以个人名义进行自建，或以承包工程的形式开发房地产，则适用

3% 的税率:

×(1+ 10%)
应纳营业税额- 1 -3%

自 119.0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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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是指国家对境内企业和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法

征收的一种税。

第{节 企.:It.所得税概述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

企业。居民企业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

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非居民企业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

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

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而是对投资人或合伙人征

收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

企业所得税征税对象是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来源于国内和国外的企业生

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

生产、经营所得是指从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交通运输、劳务服务以及其

他营利事业所取得的所得。

其他所得是指股息、利息(不包括国债利息)、租金、转让各类资产收益、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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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使用费以及营业外收益等。具体地讲，股息所得包括纳税人投资人股所取

得的股息、红利等;利息所得，是由纳税人购买各种债券所取得的利息、外单位

归还欠款而取得的利息所得;租金所得，是指纳税人出租固定资产、包装物等财

产取得的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纳税人提供转让专利权、非专利权、商标

权、著作权等取得的所得;营业外收益所得指固定资产盘盈、罚没收入、无法支

付的应付款以及物资、现金的溢余所得等。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Y;!毛;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

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

就其来漉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0%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

利企业，减按 209岛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飞、二汇〉



第八章 A

企业所得税、、 J

第二节 企Jk..所得税筒会计处理

企业所得税是公司企业依照税法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

如下: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 x税率

应纳程所得额=应纳税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

公司收人总额的确定

公司经营所得指公司在一定期间内，经营主要项目所取得的收入，减去相关

的费用成本、价内流转税金、期间费用后的净余额。在财务会计中，其用利润总

额来表示。

但是，从纳税的角度，我们可将其相关内容与税法交叉解释，以使广大财会

人员、税务工作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人、各项扣除以及

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人总额。包括:

①销售货物收入;

②提供劳务收入;

③转让财产收入;

④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⑤利息收入;

⑥租金收入;

⑦特许权使用费收人;

⑧接受捐赠收入;

⑨其他收入。

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人为不征税收人:

①财政拨款;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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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③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①国债利息收入;

②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③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④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有关的、合理的

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准予扣除的项目与不得如除的项目

1.准予扣除的项目

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

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

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准予扣除。

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作为民期待摊费用，按照规定摊销的，准予扣除:

①己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②租入固定资产的政建支出;

③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

④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

企业使用或者销售存货，按照规定计算的存货戚本，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企业转让资产，该项资产的净值，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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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得扣除的项目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①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

②企业所得税税款;

③税收滞纳金;

④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⑤其他捐赠支出;

⑥赞助支出;

⑦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⑧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下列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

①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②以经营租赁方式租人的固定资产;

③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④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⑤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⑥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人账的土地;

⑦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下列元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

①自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元形资产;

②自创商誉;

③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元形资产;

④其他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企业对外投资期间，投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不涉及暂时性差异的会计处理

由于税前会计利润与纳税所得之间存在着暂时性的差异，在会计核算中应采

用资产债务表法，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核算。这里先讲解不涉及暂时

性差异的处理。

，"，
〈至二/



矿~

》严?自 由自由月刊碍事划

在选用不涉及暂时性差异的会计处理的情况下，应设置"所得税费用"和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所得税"账户。其中"所得税费用"账户是损益类账户，其

借方发生额反映公司计入本期损益的所得税额;贷方发生额反映转入"本年利

润"账户的所得税额，期末结转本年利润后，"所得税费用"账户元余额。

[骨IJ 8 -1] 某公司全年税前会计利润为 900 万元，本年计税工资 150 万元，

实发工资为 170 万元。本年发生赞助费支出 20 万元，收到国库券利息收入 6 万

元，所得税税率为 25% ，假设本年内元其他纳税调整因素，则会计处理如下:

①纳税调整数= 170 -150 +20-6

=34( 万元)

③应纳税所得额 =900 +34

=934( 万元)

③应纳所得税额 ::::934x25%

=233.5( 万元)

2335000

2335000

2335000

2335000

2335000

2335000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所得税

实际上缴所得税时:

借:应交税费-一应交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年末结转"本年利润"账户:

借:本年利润

贷:所得税费用

计税基础加暂时性差异

由于会计与税法的原则和目的不同，因此，按照财务会计计算的利润与按照

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税所得的结果也不一定相同。这就需要引人计税基础和暂时性

差异的概念。

l.计税基础

企业在取得资产、负债肘，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

其计税基础存在差异的，应当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飞二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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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按照税法规定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如果这些经济利益不需纳税，

那么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就是它的账面价值。

[例8 -2] 资产计税基础的确定。

①一台机器的成本为 10 万元，计税折旧 4 万元已在当期和以前期间抵扣，

剩余成本将在未来期间作为折旧或通过处置作为一项减项抵扣。使用该机器产生

的收入是应税的;处置该机器时产生的利得是应税的，产生的亏损在计税时可以

抵扣。则该机器的计税基础是 6 万元。

②应收利息的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相关的利息收入按收付实现制征税。该

应收利息的计税基础是零。

③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相关的收入已包括在应税利润(可抵扣

亏损)中，该应收账款的计税基础是 10 万元。

④应收子公司股利的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对股利不征税。实质上，该资产

的全部账面价值是可抵扣经济利益的。因此，该应收股利的计税基础是 10 万元。

⑤一项应收贷款的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该贷款的归还不会产生纳税后果。

该贷款的计税基础是 100 万元。

(2) 负债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税利润时按照税法规

定可予以抵扣的金额。对于预收款项产生的负债，其计税基础为账面价值减去未

来期间不征税的金额。

【例8 - 3] 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

①流动负债包括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的应计费用。计税时，相关的费用将以

收付实现制予以抵扣。该应计费用的计税基础是零。

②流动负债包括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的预收利息收入。相头的利息收入按收

付实现制予以征税。该预收利息收入的计税基础是零。

③流动负债包括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的应计费用。计税时，相关的费用已抵

扣。该应计费用的计税基础是 10 万元。

④流动负债包括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的应计罚款。计税时，罚款不可抵扣。

该应计罚款的计税基础是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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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一项应付贷款的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该贷款的归还不会产生纳税后果。

该贷款的计税基础是 10万元。

2. 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

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属于暂时性差异。

按照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应税金额的影响，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

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指

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可抵扣金额

的暂时性差异。

递重堕壁税的确认、计量和会计处理

递延所得税包括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是指根

据应税暂时性差异计算的未来期间应付所得税金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是指根据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等计算的未来期间可收回的所得税金额。

1.递延所得税的确认

当期和以前期间的当期所得税，如果未支付，则应确认为一项负债;如果当

期和以前期间己支付的金额超过那些期间应付的金额，则超过的部分应确认为一

项资产。因此，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包括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确认。

(1)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资产的确认意味着该资产的账面价值在未来期间将以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的

形式收回。当该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计税基础时，应税经济利益的金额也将超

过计税时允许抵扣的金额。这个差额就是应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期间支付所产

生的所得税义务构成一项递延所得税负债。当企业收回该资产的账面价值时，应

税暂时性差异将转囚，企业将获得应税利润，这使得经济利益很可能以税款支付

的方式流出企业。因此，应税暂时性差异应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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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例 8 -4] 某项资产成本为 15 万元，账面价值为 10 万元，计税累计折旧为

9 万元，税卒为 25% 。该资产的计税基础为 6 万元(成本 15 万元减计税累计折

旧9 万元)。为收回账面价值 10 万元，企业必须赚得应税收益 10 万元，但只能

抵扣计税折旧 6 万元。企业收回该资产的账面价值时，要支付所得税 1 万元 (4

x2S% ) 。账面价值 10 万元与计税基础 6 万元之间的差额即是应税暂时性差异。

为此，企业应确认一项逆延所得税负债 1万元 (4 x 2S9毛) ，以表示其收回该资产

的账面价值时将支付的所得税。

企业应当根据所有应税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但是，下面两种情

况除外:

①商誉的初始确认。商誉是购买成本超过购买方在所取得的可辨认资产和负

债的公允价值中的权益的部分。税务部门不允许商誉的摊销额在确定应税利润时

作为一项可抵扣费用;而且，当子公司处置其基本经营业务时，商誉的成本通常

是不可抵扣的。因此商誉的计税基础为零。商誉的账面价值与其零计税基础之间

的差额是一项应税暂时性差异。但这种应税暂时性差异不允许确认所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原因在于商誉是一项剩余值，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将会增加商誉的

账面价值。

②下列交易初始确认的资产或负债:若一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而且交易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税利润(或可抵扣亏损)。

[例8 -S] 企业打算使用一项成本为 100 万元的资产，在其 5 年的使用年限

内一直使用，然后再处直，残值为 0，税率为 40% 。该资产的折旧在计税时不能

抵扣。一旦处直，任何资本利得不纳税，任何资本损失不可抵扣。

企业收回该资产的账面价值时，企业将赚得应税收益 100 万元，支付所得税

40 万元。企业不确认由此，产生的逆延所得税负债40 万元，因为它是由该资产的

初始确认所产生的。

第二年，该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80 万元。在赚得的应税收益 80 万元中，企业

将支付所得税 32 万元。企业不确认逆延所得税负债 32 万元，因为它是由该资产

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

企业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所产生的应税暂时性差异，应当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但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除外:

①母公司、技资者或合营方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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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2)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负债的确认意味着该负债的账面价值在未来期间将通过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惊

流出企业来清偿。当资源从企业流出时，其部分或全部金额可以在晚于负债确认

期间的某个期间确定应税利润时抵扣。这样，负债的账面价倡和其计税基础之间

存在一项暂时性差异。相应的，如果有关的所得税可以在未来期间收回，即该部

分负债允许在确定应税利润时予以抵扣，就会产生一项递延所得税资产。类似

的，如果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由于在未来期间可因此而收回所

得税，故该差额会产生一项递延所得税资产。

[例8 -6] 企业将应计税产品保修成本 10 万元确认为一项负债。该产品保
修成本需于该企业支付索赔时才能抵扣税款，税率为 251}毛。

该负债的计税基础是零(账面价值 10万元，减去可在未来期间计税时就眩
负债抵扣的金额 10万元)。在以账面价值清偿该负债时，企业的未来应税利润减
少 10万元，同时，相应地减少其未来所得税支出 2.5万元(10 x25%) 。账面价

值 10万元与计税基础零之间的差额是 A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0万元。因此，如

果该企业很可能在未来期间赚得足够的应税利润，以便从减少的所得税支付额中

获益的话，那么它应确认一项递延所得税资产 2.5万元(10 x259毛)。
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

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不包括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的交

易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①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②交易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税利润(或可抵扣亏损)。

企业存在以下可能情况时，应对在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产生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①暂时性差异将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转回。

②能够获得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税利润。

企业对能够结转后期的尚可抵扣的亏损和税款抵腻，应当以可能获得尚可抵扣的

亏损和税款抵减抵扣的未来应税利润为限，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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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递延所得税的计量

(1)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资产)，应按己执行的或到资

产负债表日实质上己执行的税率(和税法)计算的、预期应付税务部门(从税

务部门返还)的金额计量。

(2) 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应当以至资产负债表日税法规

定的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的税率计量。

某一会计期间，适用的税率发生变化时，企业应当对己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和负债进行重新计量，将其影响数计人变化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3) 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量，应当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

业预计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账面价值的纳税影响。

[例8 -7] 某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0万元，计税基础是 6 万元，如果出售
该资产，则适用税率 25% ;税率 30%适用于其他收益。

如果企业预期不再继续使用该资产而是将其出售，则应确认一项递延所得税

负债 1万元 (4 x 25%); 如果企业预期保留该资产并通过使用来收回其账面价

值，则应确认一项递延所得税负债1.2万元。
(4)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

果企业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时，减记的金额应转回。

(5)企业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人当期损

益，但不包括以下情况产生的所得税:在同一或不同期间直接在权益中确认的交

易或事项;企业合并。

(6) 企业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相关的项目在同一或不同的会计期间直

接计人权益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也应当直接计人权益。

[例8 -8] 企业以 100万元买入一台机器，将在 5 年的预计使用年限内以直
线法计提折旧。计税时，该机器用年折旧卒 259毛按直线法折旧。假设发生亏损

时可以用以后年度的应税利润抵扣，税率是 40% ，企业将通过使用该机器生产

商品进行销售未收回其账面价值。甲企业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核

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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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收益) 0 根据资料，该企业的当期所得税的计算如

表 8 -1 所示:
表 8 -1 企业当期所得税费用(收益)计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2 3 4 5

应税收益 20 20 20 20 20

计税折旧 25 25 25 25 。
应税利润(可抵扣亏损) (5) (5) (5) (5) 20

所得税费用(收益) (2) (2) (2) (2) 8

②计算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与该设备相关的暂时性差异和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和负债，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和收益如表 8 -2 所示。
表 8 -2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及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计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2 3 4 5

账面价值 80 60 40 20 。
计税基础 75 50 25 。 O

应税暂时性差异 5 10 15 20 。
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 。 2 4 6 8

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 2 2 2 2 (8)

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 2 4 6 8 。
企业应在第 1年至第 4 年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因为应税暂时性差异的转回

将在随后的年份中产生应税收益。

③编制利润表。企业的利润表如表 8 -3 所示:
表 8-3 利润表 单位.万元

年份 1 2 3 4 5

收益 20 20 20 20 20

折旧 20 20 20 20 20

税前利润 O O O O 。
当期所得税费用(收益) (2) (2) (2) . (2) 8

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 2 2 2 2 (8)

所得税费用总额(收益) 。 。 。 。 O

本期净利润 。 。 。 。 O

根据以上确认和计量结果，甲企业在第 1年至第 4 年有关该机器与所得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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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相关的会计分录为:

第 1年:

记录当期所得税收益

借:应交税费一一亏损应抵扣所得税

贷:所得税费用一一当期所得税收益

记录递延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一一递延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第 2 年至第 4 年的会计分录与第一年相同。

第 5 年:

记录当期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一一当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一一亏损应抵扣所得税

2

2

2

2

8

8

记录递延所得税收益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8

贷:所得税费用一一递延所得税收益 8
[例8 -9] 承上例，假设企业从第 3 年起适用的税率发生变化，从 40% 降低

为 30% ，其他条件不变，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有关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收益)。根据资料，该企业的当期所得税的计算如

表 8 -4 所示:
表 8-4 企业当期所得税费用(收益)计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1 2 3 4 5

应税收益 20 20 20 20 20

计税折旧 25 25 25 25 O

应税利润(可抵扣亏损) (5) (5) (5) (5) 20

税率(% ) 40 40 30 30 30

所得税费用(收益) (2) (2) (0 5) (15) 6

注:第3 年所得税费用收益 =5 x30% -2 x5 x (40% -30%) =0 5(万元)

②计算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与该设备相关的暂时性差异和产生的递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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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资产和负债，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和收益如表 8 -5 所示:
表 8 -5 企业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及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计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2 3 4 5

账面金额 8 6 4 3 。
计税基础 75 50 25 O O

应税暂时性差异 5 10 15 20 O
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 。 2 4 4 5 6
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 2 2 0.5 1 5 (6)
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 2 4 4.5 6 5 O

企业应在第 1年至第 4 年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因为应税暂时性差异的转回

将在随后的年份中产生应税收益。

③编制利润表。企业的利润表如表 8 -6 所示:
表 8 -6 利润表 单位:万元

年份 1 2 3 4 5
收益 20 20 20 20 20
折旧 20 20 20 20 20

税前利润 。 。 。 O O
当期所得税费用(收益) (2) (2) (0 5) (1 5) 6
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 2 2 o 5 1 5 (6)
所得税费用总额(收益) 。 O O 。 。

本期净利润 O O 。 。 。
根据以上确认和计量结果，企业在第 1年至第 4 年有关该机器与所得税会计

相关的会计分录为:

第 1年:

记录当期所得税收益

借:应交税费一一亏损应抵扣所得税

贷:所得税费用一一当期所得税收益

记录递延所得税费用

{告:所得税费用一一递延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第 2年与第 1年相同。
第 3年:

2

2

2

2

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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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当期所得税收益

借:应交税费一一亏损应抵扣所得税

贷:所得税费用一一当期所得税收益

记录递延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一一递延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第 4 年:

记录当期所得税收益

借:应交税费一一亏损应抵扣所得税

贷:所得税费用一一当期所得税收益

记录递延所得税费用

{昔:所得税费用一一递延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第 5 年:

记录当期所得税费用

{昔:所得税费用一一当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一一亏损应抵扣所得税

记录递延所得税收益

{昔:递延所得税负债

贷:所得税费用一一递延所得税收益

弥排亏损的会计处理

我国现行税法允许企业亏损向后递延弥补五年，企业对能够结转后期的尚可

抵扣的亏损，应当以可能获得用于抵扣亏损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使用该方法，企业应当对五年内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否能在以后经

营期内的应税利润充分转回作出判断，如果不能，企业不应确认。

[例8 -10] 企业在 2007 年至 2010 年间每年应税收益分别为: -1000 万元、

400 万元、 200 万元、 500 万元，适用税率始终为 2513毛，假设无其他暂时性差异。

0.5

0.5

0.5

o 5

1.5

1 5

1 5

1.5

6

6

6

6

2007 年

〈正/



4
~下自 白血知识月明白筹划

250

250

125

100

25

100

50

50

10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用一一补亏减税

2008 年

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9 年

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0 年

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交税费一-应交所得税

减免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企业在享受减免税优惠措施时，应将减免的应纳税额计算入账，并按规定进

行纳税申报，企业按规定计算出应纳税额。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所得税

1.上年利润调整所得税的账务处理

(1)调增上年利润。

①调增上年度利润时:

借:有关科目

贷:利润分配一-未分配利润

②根据调增利润计算出应补交所得税税额时:

借:利润分配一一-未分配利润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所得税

③实际缴纳税款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飞"，二蓝〉



第八章 ~
企业所得税、 ~j

(2) 调减上年利润。

①调减上年利润时:

借:利润分配一一未分配利润

贷:有关科目

②根据调减利润计算出应退回所得税税额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所得税

贷:利润分配一一未分配利润

③收回退税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所得税

伊输棋起嘟嘟

2006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真题
某市家用电器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注册资本 3 000 万元。 2005 年

度发生相关业务如下:

(1)销售产品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8 000 万元，债券利息收入 240 万元(其中
国债利息收入 30 万元);应扣除的销售成本 5 100万元，缴纳增值税 600 万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附加 60 万元。

(2) 发生销售费用 1000 万元，其中广告费用 800 万元;发生财务费用 200
万元，其中支付向关联企业借款 2 000 万元一年的利息 160万元(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为 6%) ;发生管理费用 1 100 万元，其中用于新产品、新工艺研制而实际支

出的研究开发费用 400 万元(上年实际支出研究开发费用 200 万元)0

(3) 2003年度、 2004 年度经税务机关确认的亏损额分别为 70 万元和 40
万元。

(4) 2005年度在 A、B 两国分别设立三个全资子公司，其中在 A 国设立了
甲、乙两个公司，在 B 国设立丙公司。 2005 年，甲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110 万美
元，乙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30 万美元，丙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50 万美元。甲公司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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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 国按 35% 的税率缴纳了所得税;丙公司在 B 国按 309毛的税率缴纳了所得税。

(说明:该企业要求其全资子公司税后利润全部汇回; 1美元 =8 元人民币)

根据上 i主资料，按下列序号计算有关纳税事项，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销售费用 O

(2)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财务费用。

(3 )计算 2005 年境内应纳税所得额。

(4) 计算 2005 年境内、外所得的应纳所得税额。

(5) 计算从 A 国分田的境外所得应予抵兔的税额。

(6) 计算从 B 国分回的境外所得应予抵兔的税额。

(7) 计算 2005 年度实际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解答:

(1)准予扣除的销售费用: (1 000 - 800) + 8 000 x 8% = 840 (万元)

(2) 准予扣除的财务费用: (200 -160) +3000 x50% x6% =40 +90 = 130

(万元)

(3) 2005 年境内应纳税所得额:

(8000+240-30) - (5100+60+840+130+1100+400x50%)

-7430 =780 (万元)

弥补 03、04 年亏损后: 780 -70 -40 =670 (万元)

(4) 2005 年境内、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

670 x3311 毛+ (110 -30) x8 x339 毛 +50 x8 x33% =564.3 (万元)

(5) A 国所得应予抵免的税额: (110-30) x8x33%=2112 (万元)(限

额)

在 A 国实纳的税额: (110 -30)

所以可抵税额为 :21 1.2 (万元)

(6) B 国所得可抵兔的税额: 50 x8 x33% =132 (万元)(限额)

在 B 国实纳的税额: 50 x 8 x 30% = 120 (万元)

所以可抵税额为: 120 万元

(7) 2005 年实纳企业所得税额: 564.3 -21 1.2 -120 =233.1 (万元)

=8210

x8 x35% =224 (万元)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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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企业.所得税的申报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企业所得税以纳税人取得应纳税所得额的计征期终了日为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当实行分月预缴时，每一月份的最后一日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当实行分季

预缴时，每一季度的最后一日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而在进行年度汇算清缴时，

纳税年度的最后一日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期限

企业所得税按纳税年度计算。纳税年度自公历 1月 1 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

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使该纳税年度的实际经营期

不足 12个月的，应当以其实际经营期为一个纳税年度。

企业依法清算时，应当以清算期间作为一个纳税年度。

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税务机关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预缴税款。企业应当自年度终

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

结清应缴应退税款。

企业在报送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应当按照规定附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

他有关资料。

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 60 日内，向

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企业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就其清算所得向税务机关申报并依法缴纳企业

所得税。

〈歪二/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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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的地盖撞卓

1.居民企业的纳税地点

(1)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

→般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居民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的纳

税地点为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登记注册的住所地。实践中，也存在着企业的登

记注册地和其实际管理机掏所在地不尽→致的现象，对此也应当是按其登记注册

的住所地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地点。但对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 以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

对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人的组织，其在境外登

记注册但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的居民企业，以其在中国境内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

地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地点。所谓实际管理机构，是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

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组织。

(3) 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地点。

对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或营业机构，应以该居

民企业登记注册地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地点，由该居民企业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

所得税。对居民企业的分支机构不论是独立核算还是非独立核算，不论分支机构

是否符合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条件，只要分支机构为非法人营业机构的，其企业

所得税应当以居民企业的登记注册地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地点，由居民企业汇总

缴纳。企业汇总计算井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当统一核算应纳税所得额，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2. 非居民企业的纳税地点

(1)以所设机构、场所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梅、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

来~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非居民企业所设机构、场所有

实际联系的所得，以机梅、场所所在地为纳税地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机构、场所的，经各机构、场所所在地税务机关的共同上级税

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主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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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场所，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①对其他各机构、场所的生产经营活动负有监督管理责任;

②设有完整的账簿、凭证，能够准确反映各机构、场所的收入、成本、费用

和盈亏情况。

非居民企业经批准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后，需要增设、合并、迁移、关闭机

构、场所或者停止机构、场所业务的，应当事先由负责汇总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的主要机构、场所向其所在地税务机关报告;需要变更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主

要机构、场所的，应经各机梅、场所所在地税务机关的共同上级税务机关审核

批准。

(2) 以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为纳税地点。

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

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以扣

缴义务人所在地为纳税地点。

(3) 以所得发生地为纳税地点。

依照规定应当扣缴的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

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申报缴纳。所得发生地具体为:

①销售货物所得，按照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

②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

③转让财产所得，不动产转让所得按照不动产所在地确定，动产转让所得按

照转让动产的企业或者机构、场所所在地确定，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按照被

投资企业所在地确定;

④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按照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确定;

⑤利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按照负担、支付所得的企业或

者机构、场所所在地确定，或者按照负担、支付所得的个人的住所地确定;

⑥其他所得，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纳税人在中国境内存在多

处所得发生地的，由纳税人选择其中之一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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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切节 企止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

1.理论依据 、，

固定资产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发挥作用而逐渐损耗，这部分因损耗而转移到产

品成本中去的价值，就是固定资产折旧。

实际上，折旧的核算是一个成本分摊过程，其目的在于将固定资产的所得戚

本按合理而系统的方式，在它的估计有效使用期内进行摊销。它作为计算应税所

得的一项重要的允许扣除费用，对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在其

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折旧越多，绝对节腻的税额就越多;在允许扣除的折旧额

相同的条件下，折旧期限越短，初期折旧越多，相对节减的税额就越多。

需要注意的是，会计折旧制度和税务折旧制度有所不同，前者是用于会计核

算，后者用于税额计算，两者有时会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一般是一种时间性差

异。税务折旧制度为税法规定，它规定了几种可供选择的不同税务折旧方法，在

税收筹划时必需考虑到各种不同税务折旧方法对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影响。

我国税法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般采取直线法，并按固定资产原价和

分类折旧率计算。但是，对促进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国家鼓励投资的关键设

备，以及常年处于震动、超强度使用或受酸、碱等强烈腐蚀状态的机器设备，的

确需要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

2. 筹划方法

F面通过一个案例，进行各种折旧方法 F税负的比较。
[例8 -11] 某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 300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10 年，

咱义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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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残值为 20 万元，预计清理费用为 5 万元。该企业 10 年内未扣除折旧的年利

润均维持在 60 万元，税率为超额累进税率，如表 8 -7 所示:
表 8 -7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10万元以下 5%

10万元 -20 万元 10%

20万元 -40 万元 30%

40万元 -60 万元 40%

60万元以上 50%

试分析不同折旧方式下该企业的税负水平。

(1)当采用平均年限法时:

300 -20 +5
年折旧额= 10

=28.5 (万元)

28.5
年折旧率=一:: x 100%

300

=9.5%

扣除折旧后的利润 =60 -28.5

=31.5 (万元)
年应纳税额= (31.5-20) x30% + (20-10) xl0% +1Ox5%

=4.95 (万元)

4.95
年税负水平为:一一 x 100% = 15 71%31 5

(2) 采用加速折旧法时:

假设前 5 年，该企业折旧全部提取完毕，即前 5 年纳税额为 0，税负为 0，

在后 5 年，企业的利润总额均为 60 万元，则:

每年的年应纳税额 =(ω- 40) x 40% + (40 - 20) x 30% +(却-10)

x 10% +10 x5%

= 1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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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税负水平为: L~~~ X 100% =25.83%60
为了便于比较，将企业后五年所纳税款用 10年加以平均，则 10年内每年平

均应纳税额为:

15.5 x5 -;-10=7 75 (万元)

年税负水平为 :zfx100%= 川 3%

计算结果表明，平均年限法比加速折旧法税负水平低。

其次，要看企业是否处于减免税的优惠期内。我国税法有许多减免税优惠政

策，当企业在减免税优惠期间，如果固定资产折旧速度过快，那么，在减免税优

惠期的后期及期满之后，企业所得税税负就会很重。因为企业在可以享受减免税

期间，将可以作为利润的部分作为费用了，而没能使这部分利润享受减免税优惠

待遇。如果外资企业在开业初期发生亏损，按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可以在以后 5

年内从税前利润抵扣，抵扣之后有盈利的那年，确认为获利年度，从该年起，执

行减免税待遇，这就意味着企业按法定税率正常纳税的年度进一步推迟。此时采

用平均年限法下的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法均是不可取的。

如果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那么:

(1)对经营者而言，加速折旧使企业减少了所得税支出，经营者可以自由支

配的资金增加了，以税款的形式流出企业的资金减少，同时已经提足折旧的固定资

产仍然在为企业服务，但是"没有"占用企业的资金，同时提供相当于"折旧"

资金，这些都为企业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提供了"避难所"，提供了化解风险

的"武器"。因此，对经营者来讲，不管是否在减免税期间，为了获得较为宽松的

财务环境，都愿意采用加速折旧法。

(2) 对所有者而言，加速折旧使得利润减少，其中所得税支出也减少，从

而减少了所有者应得的权益，使所有者权益械少。同时加速折旧还便'企业税后利

润递延，这势必会延长所有者的投资回收期，使所有者的投资处于通货膨胀和企

业经营风险之中。这是所有者所不愿看到的，因为作为企业所有者，都希望企业

在近期获得较高的利润，以尽快收回投资。而固定资产折旧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

补偿，要留在企业，直至投资期满，不能将提取的折旧额分配给所有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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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是不希望企业，尤其是新建企业在税收减免期采用加速折旧方法。

利用坏账损失进行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税法规定，纳税人按财政部的规定提取的坏账准备金和商品削价准备金，准

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建立坏账准备金的纳税人发生的坏账损失，经

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后，按当期实际发生数扣除。坏账损失的财务处理方法主要有

直接冲销法和备抵法。

2. 筹划方法

下面以一个案例进行说明。

A 公司 2008年 3月销售产品 7500 件，单价 100元，货款未收到。若采用直
接冲销法处理，结果如下:

2008年发生应收账款时:
借:应收账款

贷:销售收入

750000
750000

2009年核准为无法收回的坏账:
借:管理费用

贷:应收账款

750000
750000

若 A 公司采用应收账款余额比例法，提取坏账比例为 3%0，公司如果采用备

抵法处理，结果如下:

2008年发生应收账款时:
借:管理费用一一坏账损失

贷:坏账准备

2250
2250

2009年确定为坏账时:
借:坏账准备 750000

贷:应收账款 750000
由此可见，采用备抵法可以增加当期扣除项目，降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即

使两种方法计算的应缴纳所得税数额是一致的，但备抵法将应纳税款延期缴纳，
d

.-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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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享受到国家一笔元息贷款，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金。计算如~:

750000 x25% =187500 (元)
(750000 -2 250) x259毛 =186937.5 (元)

187500 -186 937. 5 =562.5 (元)
仅这一笔业务，备抵法就使企业无偿使用国家税款 562.5 元。

利用弥补亏损进行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以F简称《企业所得税暂行条
例})第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

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是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

超过 5年。"这-条例适用于不同经济成分、不同经营组织形式的企业。由此可
见，国家允许企业用下一年度的所得弥补本年度亏损的政策，充分照顾了企业的

利益。

2. 筹划方法

下面用两个企业比较说明。

(1)本年度收益额大于前5年亏损额时，应就其差额缴纳所得税。
例如， M 公司年度所得额的资料如表 8 -8 所示。
假设企业 2008年度收益额为 35万元，减去前 5年亏损额 2万元，抵扣后的

收益额为:

(35 -13 +8 -9) =21 (万元)
应纳所得税额如下:

21 x 2513毛 =5 25 (万元)
(2) 本年度收益额小于前 5年亏损额时，所剩余额可以留待次年度扣除。

例如， N 公司年度核定所得的资料如表 8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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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8 M公司年度所得额

年度 本年度所得额/万元

2003 O

2004 O

2005 -13

2006 8

2007 -9

第八章 A

企业所得税飞、 j

表 8 -9 N 公司年度核定所得额
年度 核定所得额/万元

2000 O

2001 。
2002 一 15

2003 -6

2004 -20

假设公司 2008 年全年所得额为 22 万元，前 5 年亏损额为 41 万元，抵扣后
的收益额如下:

(22 -15 -6 一却) = -19 (万元)

故可免纳企业所得税。

(3) 本年度结算如发生亏损，则当年元须缴纳所得税，前 4 年之亏损额加上

当年度亏损额的总额，留下年度抵减。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年度亏损额，是指按照税法规定核算出来

的，而不是利用推算成本和多列工资、招待费及其他支出等手段虚报亏损。根据

《关于企业虚报亏损如何处理的通知》国税发 [1996J 162号，税务机关对企业
进行检查时，如发现企业多列扣除项目或少计应纳税所得，从而多报亏损的，经

调整后元论企业仍是亏损还是变为盈利的，应视为查出相同数额的应纳税所得，

一律按 25% 的法定税率计算相应的应纳所得税额，以此作为偷税罚款的依据。

如果企业多报亏损，经主管税务机关检查调整后有盈余的，还应就调整后的应纳

税所得，按适用税率补缴企业所得税。因此，企业必须正确地向税务机关申报亏

损，才能使国家允许企业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本年度亏损的政策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技术改造时间的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技术改造就是对企业已经使用→段时间后的固定资产进行技术和工艺上的革

新、改造。但是从税收筹划的角度讲，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时间是有讲究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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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时间会对纳税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企业在享受所得税免税期间，不

便进行技术改造，因为企业在享受所得税免税期间进行技术改造，所产生的费用

就无法抵兔计税所得额，也就不能产生节税效益。只有在所得税免税期届满之

后，如果企业预计有较大的计税所得额，而其他情况又允许或者需要的话，那

么，企业就可以考虑进行技改投入，从而获得税收上的节税效益。

那么企业应该如何选择技术改造的时间呢?→般说来，企业以最初投资采用

的固定资产设备平均年限折旧法时预期实现的利润为基数，技术改造选择的时间

不同，利润增长造成的纳税额增长和税负增长也是不同的，即企业利润增长率、

纳税额增长率和税负增长率各不相同。如果将不同年限的上述指标作一比较，就

可找到哪一年进行技术改造经济效益最大，利润最高，税负最少。

无论技术改造时间选在哪一年，都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出企业的利润增长

率、纳税额增长率和税负增长率。

假设折旧年限为 n 年，那么:
技术改造后 n年利润总额-未进行技术改造时 n年利润总额

企业利润增长率=
未进行技术改造时 n年利润总额

税额增长率=技术改造后 n 年纳税总额-未进行哇塞堕盖因旦要组塾且堕 xl
未进行技术改造时 n年纳税总额

税负增长率=暨主堕童星卫星堕旦旦塞二主革丘技术改造时 n 年税负总率 x
未进行技术改造时 n年税负总率

最终可以采用公式:

技术改造后 n年的税负增长率 ..iA n.rr-t

技术改造后 n年的纳税额增长率，....'oJV'川

计算，如果计算出的数值越大，就说明企业在哪一年进行技术改造税负越

轻，税后利润越多。

2. 筹划方法

下面通过一个案例比较说明:

【例8 -12] 某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拥有固定资产价值 1 000 万元，使用期

10年，且该公司实行平均年限法提取折 l日。当机器正常运转且满负荷工作时，

该机器设备 10 年内生产产品的收入和利润如表 8 -10 所示(假设在 2008 年以

前，其所得税税率为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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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0 该企业 10年内折旧、销售收入及利润表 (单位:万元)

可J飞
.

1 2 3 4 5 6 7 8 9 10

折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收入 2∞ 200 190 180 170 160 150 140 130 120

利润 10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由于该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且经营期在 10 年以上，应从获利年度起，实

行 "2 免 3 减半"的税收优惠。因此该企业 10 年内:

第一年、第二年免税，免税额共计 200 万元

应纳所得税额= (90 + 80 + 70) x 159毛+ (60 +50 +40 +30 +20) x33%

=36 +66

= 102(万元)

102
税负-一 x 100% = 15. 9%

640

(1)如果第3 年进行技术改造，即用已提的 200 万元固定资产设备进行性能

改进和完善，使利润增加。那么从第 3 年到第 10 年这 8 年中，年折旧、销售收

入、利润见表 8 -11:
表 8 -11 第 3 年进行技术改造后公司的年折旧、销售收入及利润表 (单位:万元)

泣声芝 3 4 5 6 7 8 9 10

折旧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销售收入 270 270 260 250 240 230 220 210
利润 145 145 135 125 115 105 95 85

企业 10 年内免税额为: 100 + 100 =200 (万元)

应纳所得税额= (145 + 145 + 135) x 15% + ( 125 + 115 + 105 + 95 + 85) x 339毛

= 63. 75 + 173. 25

=237( 万元)

税负为 ·1号 x 100% =20 6%

(2) 如果第 4 年进行技术改造，即用前 3 年已提折旧 300 万元对所使用的设备

进行性能改良，以增加经济效益，那么从第4 年到第 10年中，每年折旧、销售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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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见表 8 -12:

表 8 -12 第 4 年进行技术改造后公司的年析旧、销售收入及利润表 (单位:万元)

汇飞鸟\
，

4 5 6 7 8 9 10

折旧 142 9 142 9 142 9 142 9 142 9 142 9 142 9

销售收入 3∞ 290 280 270 260 250 240

利润 157 1 147 I 137 1 127 1 117 1 107 1 97 1

企业 10年内免税额为 :100 + 100 =200( 万元)

应纳所得税额= (90 + 157.1 + 147.1) x 15% + (137.1 + 127.1 + 117.1 +

107.1 +97.1) x33%

=59.13 + 193 22

自 252.35( 万元)

252.35税负=一一一'v_ x 100% =2 1.39%
一 1 179.7

(3 )如果第 5 年进行技术改造，即用前 4 年己提折旧 400 万元对所使用的设

备进行性能改良，以增加经济效益，那么从第 5 年到第 10 年这 6 年中，每年折

旧、销售收入、利润如表 8 一 13所示:

表 8 -13 第 5 幸在进行技术改造后公司的年折旧、销售收入及利润表(单位:万元)

记飞哩\ 5 6 7 8 9 10

折旧 166 7 166 7 1667 166.7 166 7 166 7

销售收入 350 350 330 310 290 270

利润 183 3 183 3 163 3 143.3 123 3 103 3

企业 10年内免税额为: 100 + 100 =200 (万元)

应纳所得税额= (90 +80 + 183.3) x 15% +(183. 3 + 163. 3 + 143.3

+ 123.3 + 103.3) x 33%

=53 +236.45

=289.45( 万元)

289.45税负=一一_~-:x 100% =22 799毛
1 269.8

(4) 如果第 7 年进行技术改造，即用前 6 年已提折旧 600 万元对所使用的设
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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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进行性能改良，以增加经济效益，那么从第 7 年到第 10 年这 4 年中，每年折

旧、销售收入、利润见表 8 -14:

表 8 -14 第 7 年进行技术改造后公司的年折旧、销售收入及利润表(单位.万元)

汪乞哩\ 7 8 9 10

折旧 250 250 250 250

销售收入 600 580 560 540

利润 350 330 310 290

企业 10 年内免税额为: 100 + 100 =200 (万元)

应内所得税额= (90 +80 +70) x 15% + (60 +350 +330 +310 +290) x33 lJ毛

=36 +442.2

=478 2( 万元)

478.2
税负=一一 x 100% =26. 87 lJ毛

1 780

计算不同技术改造时间下的利润总额、纳税额增长率、税负增长率，如表

8 -15 所示:
表 8 -15 不同技术改造时间下的利润总额、纳税额增长率、税负绵长率

F平坦町 第=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七年

利润总额(万元) 1 150 1 179 7 1 269 8 1 780

利润增长率(% ) 79 7 84 3 98 4 178 1

税负增长率 Kl (%) 29 56 34 34 43 3 69

纳税额增长率民(% ) 132 147 184 369

KI/K2 0224 o 234 o 235 o 187

由上表可以看出，企业在第 5 年进行技术改造，税负最轻，利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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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是指进出口商品在经过一国

关境时，由政府设直的海关向进出口国所征收的税收。

第-节 兵税概述

关税的纳税人

关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境物品的所

有人。

在外贸企业逐步实行进出口代理制以后，凡由外贸企业代理进出口业务的，

都由办理进出口业务的外贸企业代纳税，不通过外贸企业而自行经营进出口业务

的，则由收发货人自行申报纳税。

非贸易性物品的纳税人是物品持有人、所有人或收件人。

关税的纳税范围

关税的纳税范围(对象)是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和物品。货物是指贸易性

商品;物品包括入境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和物品、个人邮递物品，各种运输工具

上的服务人员携带进口的自用物品、馈赠物品，以及其他方式进入我国国境的个

人物品。

关税的税率

1.关税税率的种类

关税的税率分为进口税率和出口税率两部分。
J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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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关税税率。

进口关税在执行税率栏内分设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和普通税

率。其中，最惠国税率适用原产于与我国共同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世界贸易组

"织成员国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或者原产于与我国签订有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条

款的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进口的货物。协定税率适用原产于我国参加的

含有关税优惠条款的区域性贸易协定的有关缔约的进口货物。特惠税率适用原产

于与我国签订有特殊优惠关税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进口的货物。普通税率适用原

产于上述国家或者地区以外的国家或者地区进口的货物。

近来年，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的发展，我国的进口关税税率水平逐步

降低，算术平均水平已经从 1992年的 43.2% 降至 1994年的 35.9% 、1996的
23.0% 、1997年的 17.0% 、2000 年的 16.4% 、2001 年的 15.3% 、2002 年的
129毛，2003年降为 11% ，2004 年降至 10 4%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降
为 9.9% 。

(2) 出口关税税率。

我国的出口关税仅对少数不可再生的资掠类产品和国内紧缺的原材料，以及

易于竞相杀价、盲目出口、需要规范出口秩序的半制成品征收。出口关税税率从

20% 到 50% 不等，共有 5 个差别税率。例如，锡矿砂及其精矿的税率为 50% ，
苯、铭铁的税率为 40% ，未精炼铜、未锻轧铝的税率为 30% ，硅铁的税率为
25% ，鸽矿砂2乏其精矿、鲤鱼苗、山草板皮的税率为 20%0 从 2005年起，我国
还将首次对纺织品出口征税。

(3) 特别关税。

特别关税包括报复性关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保障性关税。征收特别关

税的货物、适用国别、税率、期限和征收办法，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

海关总署负责实施。

①报复性关税。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对其进口的原产于我国的货物征收歧视性

关税或者给予其他歧视性待遇的，我国对原产于该国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征收报

复性关税。

②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倾销和补贴行为在国际贸易

中时常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危害是使用不公平于段抢占市场份额，拥制

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保护我国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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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规定，进口产品经初裁确定倾销或者补贴成

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临时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实施期

限为自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 4个月 O 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在特殊情

形下，可以延长至 9 个月。经终裁确定倾销或者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

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征收期一般不超过 5 年，但经复审决

定终止征收反倾税或反补贴税的，有可能导致倾销或补贴以及损害的继续或再度

发生的，征收期限可以适当延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纳税人为倾销或补贴的

进口经营者。采取以上措施，由外经贸部(现为商务部，下同)提出建议，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采取

临时反补贴措施要求提供现金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由外经贸部作

出决定并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实施之日起执行。

③保障性关税。当某类商品进口量剧增，对我国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威胁或损

害时，按照 WTO 有关规则，可以启动一般保障措施，即在与有实质利益的国家

或地区进行磋商后，在一定时期内提高该项商品的进口关税或采取数量限制措

施，以保护国内相关产业不受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规

定，有明确证据表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在不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将对国内产业造

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作出初裁决定，并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临

时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终裁决定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并由此对国

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数量限制

等形式，针对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不区分产品来源国家或地区。其中采取提高

关税形式的，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建议

作出决定，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

2 关税税率的适用

(1)进出口货物，应当按照纳税义务人申报进口或者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征税。

(2) 进口货物到达前，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应当按照装载此货物的运
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征税。

(3) 进出口货物的补税和退税，适用该进出口货物原申报进口或者出口之
日所实施的税率，但下列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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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特定减免税办法批准予以减免税的进口货物，后因情况改变经海关批

准转让或出售需予补税的，应当按进口之日实施的税率征税。

②加工贸易进口料、件等属于保税性质的进口货物，如经批准转为内销，应

当按照向海关申报转为内销之日实施的税率征税;如未经批准擅自转为内销的，

则应当按照海关查获日期施行的税率征税。

③暂时进口货物转为正式进口需予以补税时，应当按照其申报正式进口之日

实施的税率征税。

④分期支付租金的租赁进口货物，分期付税时，都应当按照该项货物原进口

之日实施的税率征税。

⑤溢卸、误卸货物事后确定需予征税时，应当按照其原运输工具申报进口日

期所实施的税率征税。如原进口日期无法查明的，可按确定补税当天实施的税率

征税。

⑥对由于税则归类的改变、完税价格的审定或其他工作差错而需补税的，应

当按照原征税日期实施的税率征税。

⑦对经批准缓税进口的货物以后交税时，不论是分期或-次交清税款，都应

当按货物原进口之日实施的税率征收。

⑧查获的走私进口货物需予补税时，应当按查获口期实施的税率征收。

关税的退补

1.关税的退税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可以自缴纳

税款之日起一年内，书面声明理由，连同纳税收据向海关申请退税，逾期不予

受理:

(1)因海关误征，多纳税款的。

(2) 海关核准免验进口的货物，在完税启发现有短缺情况并经海关审查认

可的。

(3) 巳征出口关税的货物，因故未装运出口，申报退关，经海关查验属

实的。

按规定，上述退税事项，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书面

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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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并通知退税申请人。

2. 关税的补缴

进出口货物完税后，如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海关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

物放行之日起一年内，向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补征。因收发货人或者他们

的代理人违反规定而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的，海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因特殊情

况，追征期可延至十年。骗取退税款的，可无限期追征。

关税的减免

关税的减免，分为法定减免、特定减免和临时减免三类:

1.法定减免

法定减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税则》中明确规定的减免税。

(1)法定性免征关税。

①关税税额在人民币 50元以下的一票货物。

②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和货样。

③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

④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料、物料和饮食用品。

⑤在海关放行前损失的货物。

(2) 法定酌情减征或免征关税。

①在境外运输途中或者在起卸时，遭受损坏或者损失的。

②起卸后海关放行前，因不可抗力遭受损坏或者损失的。

③海关查验时已经破漏、损坏或者腐烂，经证明不是保管不慎造成的。

④经海关核准，暂时进境或者暂时出境并在六个月内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

的货样、展览品、施工机械、工程车辆、工程船舶、供安装设备时使用的仪器和

工具、电视或者电影摄制器械、盛装货物的容器以及剧团服装道具，在货物收发

货人向海关缴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提供担保后，准予暂时免纳关税。

(3) 政策性减免税。

法定性减免税之外，根据国家制定和发布的有关进出口货物减免关税的政策

〈五/



4v 下篇 白血知识与纳税筹划

办理的减免税，称为政策性减免税。如对科研单位进口的仪器、设备和大专院校

进口的教学、科研设备的关税优惠政策;进口残疾人专用物资的关税优惠政

策等 c

2. 特定减免

特定减免是根据国务院制定的特定减免税办法给予减征或免征关税优惠的。

主要有:

(1)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

资企业等特定地区和特定企业进出口的货物，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减免税。

(2) 进口铀金以及从境外购入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播映权而进口的拷贝、工

作带，免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3) 其他进出口货品，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减免税。如为了促进科教事业的

发展、大专院校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向外订购的科教用品，属于规定范

围以内的，经中央或地方主管部门批准，海关审核，免缴进口关税。

3. 临时减免

临时减免是指法定减免和特定减免范围以外的、由海关审批的减免税。

收发货人及其代理人，要求对其进出口货物临时础征或者免征选出口关税

的，应当在货物进出口前书面说明理由，并附必要的证明和资料，向所在地海关

申请。所在地海关审奄属实后，转报海关总署，向海关总署或者海关总署会同财

政部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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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兵税的会计处理

完税价格的确定

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应税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的，

当成交价格不能确定时，完税价格由海关依法估价。关税的完税价格并不等同于

应税货物的成交价格或纳税人的申报价格，只有经过海关审查并确定的价格才能

作为完税价格。

1.一般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进口货物以海关审定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到岸价格作为完税价格。到岸价格

( elF) 包括货价、加上货物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包装费、运费、保

险费和其他劳务费等费用。

(1)成交价格的调整。

下列费用应当计人完税价格:

①除购货佣金以外由买方负担的佣金和经纪费。

②由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和包装劳务费用 o

③与成交货物有关并应当由买方直接或间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包括为获

得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和其他权利的使用许可而支付的费用。

④卖方直接或间接从买方对货物进口后转售、处置或使用所得中获利的

收益。

下列费用不得计人完税价格:

①工业设施、机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的基建、安装、装配、维修等费用。

②卖方给买方的正常回扣 C

③货物运抵关境内输入地点之后的运输费用。

④进口关税和其他国内税。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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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口运费和保险费的计算。

在进口货物的运输及相关费用，保险费计算中，需要掌握结算地点的是:海

运出口，算至卸货口岸;陆运进口，算至运抵关境的第一口岸或目的口岸;空运

进口，算至进入境内目的口岸。在运输途中发生的运费、保险费应按照实际支付

的费用计算，若无法确定或未实际发生的，海关应按该货物进口|司期运输行业公

布的运费(额)计算运费。

以境外口岸离岸价格( FOB) 成交的，其完税价格应包括运费及保险费，

这时:

离岸价格+运费
完税价格=

I 保险费率

若以运抵我国境内口岸的货价加运费价格成交的，应另加保险费，这时:

C&F (货价+运费)
完税价格=

1-保险费率

[例9 -1] 某选出口企业从美国进口货物一批，以离岸价格成交，成交价格

折合人民币 920 万元，其中包括吴方向境外禾购代理人支付的买方佣全 6 万元，
但不包括向卖方支付的佣金 6 万元，使用该货物而向境外支付的商标使用费 20
万元;另支付运抵大连港的运费 26 万元，保险费 6 万元;支付大连至本企业的
陆运费 6 万元，则该批货物的完税价格为:

完税价格二 920 -6 +6 +20 +26 +6
=972 (万元)

2. 特殊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1)运往境外修理的货物。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 U向海关报明并
在海关规定期限内返运进境内，应当以海关审定的修理费和料件费作为完税

价格。

(2)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

此类货物出境时己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返运入境的，应当以加工

后的货物进境时的到岸价格与原出境货物或者相同、类似货物在进境时的到岸价

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完税价格。

(3) 租赁方式进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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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货物在租赁期间以审定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承租人申请一次性纳税

的，经海关同意，比照一般进口货物办理。

(4) 留购的进口货样。

对于境内留购的进口货样、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以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为

完税价格。

(5) 补税的减免税货物。

受海关监管的减免税进口货物，在管理年限内，被海关批准出售、转让或移

作他用时，按其使用年限扣除折旧后的价值作为完税价格，其计算公式为:

完税价格=海关审定的该货物原进口时的价格 x (1 一实际使用月份-监管年限 x 12)

3.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出口货物应当以海关审定的货物售与境外的离岸价格，扣除出口关税后，作

为完税价格，离岸价格不能确定时，其完税价格由海关估定。出口货物完税价格

的计算公式是:
离岸价格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
+出口关税税率

其中，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应以该货物运离关境前的最后一个口岸离岸价格

为实际离岸价格，境内段的运输费用应予以扣除。离岸价格不包括装船以后发生

的费用，即应先从成交价格中扣除所含的运费和保险费。出口货物在成交价格以

外支付给国外的佣金，应予扣除;但佣金未单独列明的，不予扣除。

应纳关税的计算

关税的税率按计算方法不同可分为从价计税、从量计税、复合计税和滑准税

计税四类，其计算公式也不尽相同，具体如下:

1.从价计税法

应纳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格 x 税率

[例9 -2] 某进出口公司从美国进口货物一批，以到岸价成交，价格为 40

万美元;海关规定的汇率为 6.823 ，关税税率为 12% ，计算其应交关税税额(折

算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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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关税税额二应税总价格 x适用税率
=40 x6. 823 x 12%

=32.75 (万元)

2. 从量计税法

从量计税法是以进口货物的重量、数量或容积为计税依据而设定的定额税

率，目前我国对进口原油、啤酒、胶卷等产品采用此类方法。

应纳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x单位货物税额

[例9 -3] 某企业进口啤酒 200 万升，关税最惠国税额标准为每升1. 5 元，

普通税额标准为 7.5 元，该企业应纳关税税额的计算方法为:

(1)按照最惠国税额标准计算:

应纳税额 =200x 1.5

=3∞(万元)

(2) 按照普通税额标准计算:

应纳税额 =2∞x7.5

= 1500 (万元)

3. 复合计税法

复合计税法是对某种进口商品同时使用从价和从量计征的一种计征关税的方

法，一般先计征从量税，再计征从价税。

应纳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x单位货物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

x单位完税价格x税率

【倒9 -4] 某进口企业由美国进口广播级录像机 1 500 台，每台完税价格为

2 000 美元，汇率为 6.28 ，根据进口税则规定从量税为每台 5 480 元人民币，从

价税为 3% ，则计算应纳关税税额为:

应纳关税税额= 1 500 x5 480 + 1500 x2 000 x6. 28 x3%
=8785200 (元)

4. 滑准就计程法

它是关税税率随进口商品价格由高到低而由低至高设置计征关税的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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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使进口商品的价格越高，其关税税率越低，反之则税率越高。目前我国对新闻纸

实行滑准税。

应纳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格×滑准税税率

工业企业关税的会计处理

1.进口关税的会计处理

工业企业直接或通过外贸公司代理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时，将应支付的进口关

税与进口原材料的价款、运费和保险费、国内费用一起直接计入进口原材料成

本，借记"材料采购"，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

企业根据同外商签订的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合同而引进的国外设备，应支付

的进口关税借记"在建工程一一引进设备工程"，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例9 -5] 某工业企业进口材料一批，完税价格为 150 万美元，约定货到付

款以人民币结算。货到当天汇率为 6.86 ，关税税率为 10% ，代征增值税税率为

17'1毛，则会计分录如下:

原材料成本= 150 x 6. 86 x (1+ 10% )

=113 1.9 (万元)

代征增值税额 =113 1.9xI7%

= 192. 423 (万元)

支付货款及税金时:

借:材料采购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11 319000

1 924230

13 243 230

货物验收人库时:

借:原材料

贷:材料采购

11 319000

11 319000

2. 出口关税的会计处理

工业企业出口产品应缴纳的出口关税，在缴纳时可以借记"产品销售税金及

附加"，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也可以通过"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出口关税"核

J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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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借方反映巳交的关税，贷方反映应交的出口关税。

由业企业关税的会计处理

1.进口关税的会计处理

如果商业企业自营进口的，计算应纳进口关税时，借记"材料采购"，贷记

"应交税费←→应交进口关税";实际缴纳时，借记咀交税费二一应交进口关

税"，贷记"银行存款"。

如果是进口企业代理进口，进口关税由进口企业代委托进口单位缴纳，在计

算代缴的进口关税时，借记"应收账款一 -x x委托单位"，贷记"应交税费
←→应交进口关税";实际缴纳时，借记"应交税费一-应交进口关税"，贷记

"银行存款"。最后收到委托单位款项后，再将"应收账款"冲销。

[例9 -6] 某进口企业受甲公司委托进口商品一批，该商品的到岸价格为 15

万美元，当天汇率 6.邸，关税税率为 20% ，不考虑代征增值税。货款已由甲公

司支付，该进口企业代付税金 205 800 元，一周后收到甲公司款项，则会计分
录为:

计提进口关税时:

借:应收账款←一甲公司 205800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进口关税 205800
代付进口关税时:

借:应交税费-一应交进口关税 205800

贷:银行存款 205800
收回代付关税时:

借:银行存款 205800
贷:应收账款 205800

2. 出口关税的会计处理

商业企业自营出口的，计算的应纳出口关税时， f昔记"商品销售税金及附
加"，贷记"应交税费二一应交出口关税";实际缴纳时，借记"应交税费一-

应交出口关税"，贷记"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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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企业代理出口的，通过"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出口关税"，"应收账款"、

"银行存款"等科目核算，可比照代理进口处理。

伊输棋起常轨

2005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真题

某商贸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 2005 年 3 月发生相

关经营业务如下:

(1)从国外进口小轿车一辆，支付买价 400000 元、相关税全 30000 元，支

付到达我国海关前的运输费用 40000 元、保险费用 20000 元;

(2) 将生产中的价值 500000 元旧设备运往国外修理，出境时已向海关报

明，支付给境外的修理费用 50000 元、朴件费 100000 元，并在海关规定的期限

内收回了修理设备;

(3) 从国外进口卷烟 80000 条(每条 200 支)，支付买价 2000000 元，支

付到达我国海关前的运输费用 120000 元、保险费用 80000 元。

(注:进口关税税率均为 20% ，小轿车消费税税率 8% ，单位全额:元)

要求:按下列顺序回答问题，每问均为共计全额:

(1)计算进口小轿车、修理旧设备和进口卷烟应缴纳的关税;

(2) 计算小轿车在进口环节应缴纳的省费税;

(3) 计算卷烟在进口环节应缴纳的消费税;

(4) 计算小轿车、修理旧设备和卷烟在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

解答:

(1)进口关税的计算:

①进口小轿车应纳关税= (400 000 + 30 000 + 40 000 + 20 000) x 20% =

98000 (元)

②修理设备应纳关税= (50000 + 100000) x20% =30000 (元)

③进口卷烟应纳关税= (2 000 000 + 120 000 + 80 000) x 20% = 4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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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进口小轿车、修理设备和进口卷烟应缴纳的关税合计 =568000 (元)

(2) 进口小轿车消费税的计算:

(4∞∞0+300 ∞ +40 制 +20 棚 +98 ∞0) + (1-8%) x8% =588 刷÷

(1-8%) x8% =51 130. 43 (元)

(3) 选口卷烟消费税的计算:

①定额消费税= 80000 xO. 6 =48000 (元)

②每标准条确定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的价格

= [(2 ∞∞∞+120∞0+800 ∞+440 ∞0+48 ∞0) + (1-30%)]' +80 ∞o
[2 688 000 + (1-30% )] + 80 000 = 3 840 000 .;-80 000 = 48 (元)

计算结果每标准条卷烟价格小于 50 元，所以适用从价消费税适用 309毛的

税率。

进口卷烟应纳消费税=从价税+从量税 =3840000 x309毛+48 ∞0=1 152∞o
+48000 = 1200 000 (元)

(4) 增值税的计算:

①进口小轿车应纳增值税= (400 ∞o + 30 000 + 40 000 + 20 0∞ +98000)

(1-8%) x 17% =588000.;- (1-8%) x 17% =108652.17 (元)

②修理设备应纳增值税= (50 000 + 100 000 + 30 000) x 179毛=30 600

(元)

③进口卷烟应纳增值税= 3 840 000 x 17% =652 800 (元)

小轿车、修理设备和卷烟在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合计 =792052 17

(元)

解析:

本题考核进口环节各项税金计算。主要考核点:

(1)关税完税价格包括进口货物买价、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

输、保险费用，运往境外修理的货物完税价格为修理费、料件费;

(2) 进口消费税纽价公式运用，特别是进口卷烟纽价中应包含从量消费税，

税率没有给出;

(3) 进口增值税纽价同进口消费税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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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兵税的申报、缴纳和 it征

1.关税的申报

(1)进口货物关税的申报。

进口货物的纳税人或其代理人应在规定的报关期限内向货物进境地海关申报

纳税。申报时需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并提供发票、提

单、合同和箱单。经海关对实际货物进行查验后，根据货物的税则归类和完税价

格计算应纳关税和进口环节代征税费，填发税款缴纳证。

(2) 出口货物关税的申报。

出口货物的纳税人或其代理人应在规定的报关期限内向货物出境地海关申报

纳税。申报时需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 ，并提供发票、提

单、合同和运单，经海关对实际货物进行查验后，根据货物的税则归类和完税价

格计算应纳关税，填发税款缴纳证。

2 出口货物退免税的申报

(1)出口企业应附送的纸质凭证。

出口企业向税务机关主管退税部门(简称退税部门)申报出口货物退(免)

税时，在提供有关出口货物退(免)税申报表及相关资料时，应同时附送以下

纸质凭证:

①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的生产企业，应提供出口货物的出口发

票。外贸企业应提供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自开票之日起30 日内办

理认证手续)或普通发票。

②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

③出口收汇核销单。

(2) 尚未到期结汇的出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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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尚未到期结汇的出口货物，可不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部门按照现行

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有关规定审核办理退(免)税子续。

出口企业必须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 180 天内，向所在退税部门提供出口收

汇核销单(远期1&汇除外)0 经退税部门审核，对审核有误和出口企业到期仍未

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的，出口货物已退(免)税款予以追回;未办理退(免)

税的，不再办理。但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口企业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

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

①纳税信用等级评定为 C 级或 D 级。

②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出口退(免)税登记的。

③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 1::1常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时，多次出现错误

或不准确情况的。

④办理出口退(免)税登记不满一年的。

⑤有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涉税违法行

为记录的。

⑥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及出 U退(免)税管理规定其他行为的。

(3) 出口企业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于续规定时间。

出口企业应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 90 天内，到退税部门办理出口货物退

(免)税手续。逾期不办的，除另有规定或确有特殊原因，经地市级以上税务机

关批准者外，不能再办理出门货物的退(免)税申报。

3.- 关辑的缴纳与追征

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人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4 日内，在货物运抵

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 24 小时以前，向货物的进出境地海关申报。进出口货物

转关运输的，按照海关总署的规定执行。

进口货物到达前，纳税人经海关核准可以先行申报。

纳税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纳

税人未按期缴纳税款的，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 5%00的滞纳金。

纳税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在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情形下，不能按期缴纳税款

的，经海关总署批准，口 I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纳税人、担保人自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三个月仍未缴纳税款的，海

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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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可以按照《海关法》第六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

进出口货物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

物放行之日起一年内，向纳税人补征税款。但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

者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三年内追征税款，并从

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 5%仰的滞纳金。
海关发现海关监管货物因纳税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自

纳税人应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追征税款，并从应缴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

或者漏征税款 5%00的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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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回节 兵税的纳税筹划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避税筹划

1.理论依据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确定方法:

(1)一般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关税条例》第 10条规定"进口货物以海关审定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到岸

价格作为完税价格。"根据税法规定，到岸价格包括货价，加上货物运抵我国关

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包装费、运费、保险费和其他劳务费等费用组成的一种

价格。

货物的成交价通常有到岸价格(货价+运费+保险费，即 elF) ，货价+运

费价 (ep e&F) 、离岸价格(货价，即 FOB) 三种。若是以到岸价成交的，该成

交价格就是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若是以货价+运费价成交的，则还应加上保险

费，才是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若是以离岸价格成交的，则应加上运费和保险

费，才能成为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货物的成交过程中，如有我方在成交价格外另外支付给买

方的佣金，应列入完税价格内;对于卖方付给我方的正常回扣，应从完税价格中

扣除。对于卖方违反合同规定延期交货而产生的罚款，如果卖方在货价中冲减，

这项罚款则不应从完税价格内扣除。

进口货物以境外口岸离岸价格成交的，应加上该项货物从国外发货或交货口

岸运到我国口岸以前所实际支付的运费和保险费。如果实际支付的运费和保险费

元法确定，可按有关主管机掏规定的运费率(额)、保险费率计算。

(2) 特殊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特殊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的确定，对一些企业来讲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也非常

飞飞 严一⋯~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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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应当予以重视。

①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进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

的，应当以加工后货物进境时的到岸价格与原出境货物或者相同、类似货物在进

境时的到岸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完税价格。如上述原出境货物在进境时的到岸

价格无法得到时，可用原出境货物申报出境时的离岸价格替代。如以上两种方法

的到岸价格都元法得到时，可用该出境货物在境外加工时支付的工缴费加上运抵

我国关境输人地点起卸前的包装费、运费、保险费、其他劳务费等一切费用作为

完税价格。

②运往境外修理的机器、工具等。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

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海关审查确定的正常的修理费和料件费，

作为完税价格。

③租赁、租借方式进境的货物。

租赁、租借方式进境的货物，以海关审查确定的该项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作

为完税价格。如租赁进境货物是一次性支付租金，则可以海关审定的该项进口货

物的成交价格确定为完税价格。

④准予暂时进口的施工机械等。

准予暂时进口的施工机械、工程车辆、供安装使用的仪器和工具、电视或电

影摄制机械，以及盛装货物的容器，如超过半年仍留在国内使用的，应自第 7 个

月起，按月征收进口关税，其完税价格按存货进口时的到岸价格确定，货物每月

的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关税税额=货物原到岸价格 X 关税税率 x主
⑤留购的进口货样等。

国内单位留购的进口货样、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以留购价格作为完税价

格。但是，买方留购货样、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后，除按留购价格付款外，又直

接或间接给卖方一定利益的，海关可以另行确定上述货物的完税价格。

⑥转让出售的减免税货物。

税法规定按照特定减免税办法减税或免税进口的货物需予补税时，其完税价

一_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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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应仍按该货物原进口时的成交价格确定。这就是受海关监管的减免税进口货

物，在管理年限内，经海关批准出售、转让或移作他用时，按其使用年限折旧的

新旧程度折算确定完税价格，其计算公式是:

实际使用月份
完税价格=原入境到岸价格 x (1-

管理年限 x 12

2. 筹划方法

由于进口货物是以海关审定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到岸价格作为完税价格。由

于完税价格是由海关审定，那么根据对成交价格的规定，海关估价主要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海关审查可确定的完税价格;另-种是成交价格经海关审查者能确定

的，因此，分别就这两种情况进行筹划。

(1)审定价格成交法。

这种方法是指进口商向海关申报的进口货物价格，如果经海关审定认为符合

"成交价格"的要求和有关规定，就可以以此作为计算完税价格的依据，然后经

海关对货价、费用和运费、保险费等各项费用进行必要的调整后，即可确定其完

税价格。我国进口货物一般都是按此方法确定完税价格的。同此，在审定成交价

格法下，如果缩小进口货物的申报价格而又能为海关审定认可为正常成交价格，

便成为税收筹划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成交价格就是指进口货物的买方为了购买该项货物，而买方实际支

付或应当支付的价格。该成交价格的核心是货物本身的价格(即不包括运费、保

险费、杂费的货物价格)。该价格除包括货物生产、销售等成本费用外，还包括

买方在成交价格之外另行向卖方支付的佣金。由此看来，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可

以选择同类产品中成交价格比较低的、运输杂项费用相对较小的货物进口，这样

可以降低完税价格。

[悟"一7] 某公司急需进口一批铁矿石 5 万吨，可选择的单位有两家，一家

是美国的，其价格为 9 美元/吨，运费为 12 万美元;另一家是决大利亚的，其价

格为 10 美元J吨，运费为 5 万美元。其他费用，美国的也比澳大利亚的高 D 此

时，该公司应选择从哪国进货呢?

方案→:若从美国进货

铁矿石的完税价格 =9x5+12+ 其他 =57 万美元+其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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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若从澳大利亚进货

铁矿石的完税价格=1Ox5+5+ 其他 =55 万美元+其他

假如进口关税为 20% ，那么从澳大利亚进口至少可以节省关税 0.4 万美元。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卖方付给我方的正常回扣，应从完税价格中扣除。

如果在一笔交易中获取了 100万美元的回扣，要是不了解该项扣除，在关税税率

为 20% 的情况下，就会多为国家做出 20万美元的贡献。

(2) 按审定成交价格法经海关审查未能确定的。

如果按审定成交价格法经海关审查未能确定，海关将按以下次序对完税价格

进行估定:相同货物成交价格法、类似货物成交价格法、国际市场价格法、国内

市场倒扣法。如上述方法都不能确定，则海关用其他合理方法估定完税价格。

由于有些货物，特别是目前市场上还没有或很少出现的高新技术、特种产品

或新产品，这些无法加以准确的定性归类，因而产品进口没有确定的市场价格，

而且其预期市场价格一般要远远高于通常市场类似产品的价格，这就为进口完税

价格的申报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例9 -8] 一国外企业研制出一种高新技术产品，该产品刚刚走出实验室，
其确切的市场价格尚未形成，但开发商己确认其未来的市场价格将远远高于目前

市场上的类似产品。因而，开友商预计此种产品进口到中国国内市场上的售价将

达到 200 万美元，而其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仅为 120 万美元。试分析该开发商应

禾用什么方法，才可使完税价格降低呢?

如果开发商可以在海关申报进口时，以 100万美元申报。那么由于这是一种

刚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当海关工作人员认为其完税价格为 100万美元合理时，

即可征税放行;当海关认为不合理时，就会对这种进口新产品的完税价格进行估

定，因为市场上目前还没有同样的产品，海关将会按类似货物成交价格法进行估

价。这样，该新产品的完税价格至多也只能被估定为 120万美元。总之，无论如

何，开发商都能将这种产品的进口价格降低 80万 -100 万美元。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避税筹划

1 理论依据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确定方法:

〈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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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条例》第 16条规定"出口货物应当以海关审定的货物售与境外的离

岸价格，扣除出口关税后，作为完税价格。"其计算公式为:

离岸价格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旦旦旦 L
+出口税率

其中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应以该项货物运离国境前的最后一个口岸的离岸

价格为实际离岸价格。若该项货物从内地起运，则从内地口岸至国境口岸所支付

的国内段运输费用应予以扣除。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若为货价加运费或为国外口

岸的到岸价格时，应先将运费或者保险费用扣除后，再按规定公式计算完税

价格。

同样，出口货物在成交价格以外支付给国外的佣金，应予扣除。未单独列明

的，可以不予扣除;国外另行支付的货物包装费，应加入成交价格内，然后再计

算完税价格。

2 筹划方法

由于出口商品的海夫估价应是成交价格，即该出口商品售予境外的应售价

格。应售价格应由出口商品的境内生产成本、合理利润以及外贸所需的储运费、

保险费等组成。概括地讲，就是扣除关税后的离岸价格。因此，如何确定成交价

格就成为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税收筹划的关键。

在进行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税收筹划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1) 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应以该项货物运离国境前的最后→个口岸的离

岸价格作为实际离岸价格。如果该项货物从内地起运，则从内地口岸至国境口岸

所支付的国内段运输费用应予以扣除。

(2) 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如为货价加运费价格，成为国外口岸的到岸价格

时，应扣除运费或再扣除保险费后，再按照规定公式计算完税价格。

(3)如果纳税人的公司在商品成交价格以外，还存在着支付给国外的与此

项业务有关的拥金，那么在纳税人的申报表 E应该单独列明，加以确认反映。因
为佣金按税法规定可以扣除。如果不单独列明的，可不予扣除。

除了以上几点应注意的以外，我们还应对现行的海关法、进出口条例和其他

有关的海关法律法规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更多的对完税价格

进行税收筹划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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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关税条例》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向

海关递交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时，应当交验载明货物的真实价格，运费、保险费和

其他费用的发票(如有厂家发票应附着在内)、包装清单和其他有关单证。同时

《关税条例》又指出，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递交进出口

货物报关单时未交验前款规定的各项单证的，应当按照海关估定的完税价格完

税;事后补交单证的，税款不予调整。

这两条规定就给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进出口商可以将其所有的

单证全部交给海关进行查验，也可以不交验规定的各项单证，这时，海关将对进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进行估定。

如果某进口商将进口某种商品，其实际上应申报的完税价格要高于同类产品

的市场价格，那么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少报或不报部分单

证，以求海关估定较低的完税价格，从而减轻税负。即使在事后被要求补交单

证，税款也不会有所调整。

〈卫L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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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维护建设税，是指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羊位和个

人，以其实际缴纳的上边"三税"税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税，

实质上是"三税"的附加税。(以下简称"域建税" )

第-节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建税的纳税人、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

1.纳税人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是指负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纳税义务

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其他

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其他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

人，但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个体商贩及个人在集市上出售商品，对其征收临时经营的增值税，是否同时

按其实缴税额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2‘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

由于城建税是一种附加税，因此没有独立的征税对象。可以认为它的征税对

象是纳税人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行为，是一种特定目的税 o

r ⋯-义ι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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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税的征税范围比较广泛，不仅包括城市、县城和建制镇，而且还包括农

村。只要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地方，除税法另有规定外，都属于征收

城建税的泡围。

城建税的税率

城建税的税率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即按纳税人所在地的不同，设置不同

的税率，具体规定为: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的，税率为 7% ;纳税人所在地为县

镇的，税率为 5% ;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镇的，税率为 1%。

城建税的适用税率应按纳税人所在地的适用税率执行。但是，应注意以下

几点:

(1)纳税人所在地为L矿区的，应根据行政区划确定适用税率。
(2) 对铁道部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鉴于其计税依据为铁道部实际

集中缴纳的营业税税额，分不清具体地区，财政部规定，铁道部统一适用 5% 的

税率。

(3) 对下列两种情况可按缴纳"三税"的所在地的规定税率就地缴纳城市

维护建设税:

①由受托方代征代扣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其代征代扣的

城建税，按"受托方所在地"适用的税率执行。

②流动经营等无固定纳税地点的单位和个人，在经营地缴纳"三税"的，

其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缴纳按"经营地"适用税率执行。

城建税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设置"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明细科目，核算企业城

建税计提与缴纳情况。每月计提应交城建税时，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

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科目;实际缴纳税款时，借记"应

交税费一-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科日，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该科日期末

贷方余额表示企业应交未交的城建税款。

教育费附加是国家为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而随同"三税"同时征收的-种

附加费，严格来说不属于税收的范畴，但由于同城建税类似，因此，也可以视同

税款进行核算。教育费附加征收对象、计费依据、计算方法和征收管理与城建税

地、〈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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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企业对教育费附加通过"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教育费附加"明细科目核算。

{例10 -1] 楚歌电气制业公司在市区， 2008 年 6 月实际缴纳增值税款为

430 万元，消费税款为 70 万元，则域建税、教育费附加的全额和会计处理为:

①应交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应纳城建税额= (430 +70) x 7% =35(万元)

应交的教育费附加 =(430+70) x3% =15( 万元)

②做会计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一一应交教育费附加

借:应交税费一-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一→应交教育费附加

贷:银行存款

500000

350000

150000

350000

150000

500000

此外，还须注意以下两点:

(1)城建税是一种附加税，其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

税、营业税税额，不包括非税款项。

(2) 海关对进口产品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不征收城建税。

城建税的纳税筹划

按照税法的规定，负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是城市维

护建设税的纳税人。那么，如果纳税人能够在"三税"上进行税收筹划，自然

就减轻了城建税的税收负担。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避税筹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O

1.利用纳税人的不同

按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不征收

城市维护建设税。所以，企业在筹建或者对外投资时应该选择涉外企业，这样不

仅可以不需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而且还可能享受涉外企业其他方面的税收优

惠政策。

〈豆二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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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程率的区别

城建税采用的是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的，税率为 7%;

纳税人所在地为县城、镇的，税率为 5%; 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
的，税率为 1%。因此，企业在建厂选址时应该根据其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选择

厂址，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避开税率高的地区，尤其是市区、县城、镇和这些地方

的交界处。

3. 利用纳税地点不同

城建税在纳税地点方面，一般规定与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地点是

相同的，但也有特殊规定。如对代征代扣"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其城市维护

建设税的纳税地点在代征代扣地，由受托方按其所在地适用的税率缴纳城市维护

建设税;对流动经营等无固定纳税地点的单位和个人，应该随同"三税"在经

营地按适用税率缴纳。该规定为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

例如，根据消费税法的规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

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 c 按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的规定，同时应该按当地适用的城市

维护建设税的税率代征该税。这样，如果选择委托加工的工厂地点不同，适用税

率不同，应纳的城建税也将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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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印花税

以经济活动中签立的各种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

可证照等应税凭证文件为对象所征的税为印花税。印花税由纳税人按规

定应税的比例和定额自行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 tlp完成纳税义务，现在
往往采取简化的征收手段。

印花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1.纳税人

凡在中国境内书立、领受《印花税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包括

国内各类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及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

业、外国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及其在华机构等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

人，应按照规定缴纳印花税。

根据书立、领受纳税凭证的不同，纳税人可分为立合同人、主账簿人、立据

人和领受人。对合同、书据等由两方或两方以上当事人共同书立的凭证，其当事

人各方都是纳税人，各自就所持凭证的金额纳税。对政府部门发给的权利许可证

照，领受人为纳税人。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 2008 年 9 月 19 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

进行调整，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即只对卖出方(或继承、赠与 A 股、

B股股权的出让方)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对买人方(受让方)不再

征税。税率仍保持 1%0。

2. 征收范围

现行印花税征收范围共有以下几类:

(1)购销、加工承揽、建筑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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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财产保险、技术等合同及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

(2) 产权转移书据，包括版权、财产所有权、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

使用权等转移书据。

(3) 营业账薄，包括单位或个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设立的各种账册。

(4) 权利许可证照，包括房屋产权证、工商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专利

证、土地使用证。

(5) 经财政部确定征收的其他凭证。

印花税的税目和税率

1.比例税率

印花税的比例税率有四个档次: 1%0 、5%00、3%四、0.5%000 按比例税率征税的

有:各类经济合同及合同性质的凭证，记载着金额的账簿，产权转移书据等。

2. 定额税率

印花税的定额税率是按件定额贴花，每件 5元。它主要适用于其他账簿、权
利许可证照等。因为这些凭证不属资金账或没有金额记载，按件定额纳税，以方

便纳税和简化征管 O

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如表 10 -1 所示:
表 10 -1 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税目 范围 税率 纳税人 说明

包括供应、预购、采购、
按购销金额3%.。

1 购销合同购销、结合及协作、调
贴花

立合同人
剂、补偿、易货等合同

2 加工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缮、按加工或承揽
修理、印刷广告、测绘、 立合同人合同
测试等合同 收入5%"贴花

3 建设工程
按收取费用5%00

勘察设计 包括勘察、设计合同 立合同人
合同

贴花

4 建设安装
工程承包包括建筑、安装工程承接承包金额 3%00立合同人
E人Z白I"J 包合同 贴花

飞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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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税日 范围 税率 纳税人 说明

包括租赁房屋、船舶、
按租赁金额 1%0

5 财产租赁 贴花。税额不

合同
飞机、机动车辆、机械、

足 l元，按 1元 立合同人

器具、设备等合同
贴花

包括民用航空运输、铁

6. 货物运输 路运输、海上运输、内 按运输费用 5%0，
立合同人

单据作为合同使用的，

合同 河运输、公路运输和联 贴花 按合同贴花

运合同

7 仓储保管
包括仓储、保管合同

按仓储保管费
立合同人

仓单或找单作为合同使

合同 用 1%0贴花 用的，按合同贴花

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

8 借款合同 借款人(不包括银行同 按借款金额
立合同人

单据作为合同使用的，

业拆借)所签订的借款 o 5%00贴花 按合同贴花

合同

9 财产保险 包括财产、责任、保证、 按保险费收入
立合同人

单据作为合同使用的，

合同 信用等保险合同 1%。贴花 按合同贴花

10 技术合 包括技术开发、转让、 按所载金额 3%""
立合同人

同 咨询、服务等合同 贴花

此税率属于后增加的，

经过数次调整，从 2008
11 股权转

股权转让书据
按所载金额 1%0

立据人
年 9 月 19 日起改由出让

让书据 贴花 方按 1%0的税率缴纳股票

交易印花税，受让方不

再征收。

包括财产所有权和版权、

12 产权转 商标、用权、专利权、 按所载金额 5%o，
立据人

移书据 专有技术使用权等转移 贴花

书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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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税目 范围 税率 纳税人 说明

记载资金的账
簿，按实收资

13 营业账
本和资本公积

簿
生产、经营用账册 的合计金额 5'fu，立账簿人

目占花。其他账 .
簿按件贴花
5 元

包括政府部门发放的房
14 权利、 屋许可证、工商营业执

按件贴花 5 元 领用人
许可证照 照、商标注册证、专利

证、土地使用证

印花税的计算

1.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由于印花税分别采用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两种办法，因此，印花税计税依据

也相应的有两种。

(1)采用从价计征的，其计税依据为应税凭证上记载的金额。

适用此方法确定计税依据的应税凭证有各类经济技术合同、产权转移书据、

股权转让书据和营业账簿中的资金账簿。

(2) 采用从量计征的，其计税依据为应税凭证的数量。

适用此种方法确定计税依据的应税凭证有权利及许可证照和营业胀簿中的其

他账簿。

2. 应纳税额的计算

(1)一般凭证应纳税额的叶算。

印花税应纳税额的i: 1算，根据计税依据和税率设置的不同，分为两种情况:

①根据凭证所载金额和比例税率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凭证所载金额×适用税率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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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据应税凭证件数和定额税率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凭证件数x5 元

印花税最低纳税额为 l 角，应纳税额不足 1角的凭证，免贴印花税，应纳税

额在 1角以上的，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其尾数不满 5 分不计，满 5 分的按 1角

计算贴花。对财产租赁合同规定了最低 1元的应纳税额起点，即税额超过 1角，

但不是 1元的按 1元纳税。

(2) 一些特殊凭证应纳税额计算。

①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立

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 4%0的税率缴纳印花税。

②同一凭证，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事项的，分别适用税率计算税额后，

按合计数贴花，如未分别记载金额的，从高适用税率贴花。

③对有些合同在签订时无法确定计税金额的，目前采用两次纳税的办法。在

签订时，先按每份合同定额贴花 5元，结算时再按实际金额和适用税率计算，补

贴印花税。

[例10 -2 】 A 企业 2008 年 1 月开业经营，当月书立、领受印花税应税凭证

情况如下:领受房屋产权、工商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技术专利证、土地使用

证各一件，与其他企业订立转移专有技术使用权书据一件，所载金额 2000000

元，订立商品销售合同一件，所载全额 3000000 元，订立借款合同一份，所载

全额为 400 000 元。此外，企业营业账簿中， "实收资本"科目载有资全

4000000 元，其他账;f5 本。要求计算该企业 1 月应纳的印花税税额。

权利许可证照应纳税额 =5x5=25 (元)

产权转移书据应纳税额 =2000000 xO. 0005 = 1 0∞(元)

销售合同应纳税额 =3000000 xO. 0003 =900 (元)

借款合同应纳税额= 400 000 x O.00005 = 20 (元)

记载实收资本的营业账簿应纳税额 =4000000 xO 0005

=2000 (元)

其他营业账簿应纳税额 =5 x5 =25 (元)

应纳印花税总额 =25 + 1000 +900 +20 +2 000 +25

=39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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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的纳税筹划

印花税是不起眼的小税种，因而有些企业常常忽视印花税筹划。然而，企业

在生产经营中总是频繁地订立各种各样的合同，且有些合同金额巨大，因而印花

税的筹划往往也是比较重要的。印花税筹划方法有:

1.纳税人方面的避税筹划

(1)避免成为纳税人。

印花税的纳税人，是指在中国境内书立、使用、领受印花税法所列举的凭证

的单位和个人。这样，如果现方当事人信誉良好，可以不订立合同，双方都可以

避免缴纳印花税。

此外，如果合同涉及的经济业务在印花税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一些新出现

的经济业务合同还没来得及做出具体规定等，纳税人可以利用税法上的这些空白

进行筹划。

(2) 减少参与人数。

对于同一凭证，如果由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签订并各执一份的，各方均

为纳税人，应当由各方就所持凭证的各自金额贴花。所谓当事人，是指对凭证有

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不包括保人、证人、鉴定人。如果应税凭证是

由当事人的代理人代为书立的，则由代理人代为承担纳税义务。

减少参与人数避税法的思路就是尽量减少书立使用各种凭证的人数，使更少

的人缴纳印花税，使当事人总体税负下降，从而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

2. 计税依据方面的避税筹划

(1)不同税率的合同要区分金额。

税法规定，同一凭证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事项而适用不同税目税率，如

分别记载金额的，应分别计算应纳税额，相加后按合计税额贴花;如未分别记载

金额的，按税率较高的计税贴花。因此，纳税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将不同税率的

合同金额区分开来，分别纳税。也可以在双方取得一致时，在适应税率较高的合

同中少计金额，在适应税率较低的合同中多计金额，以达到税负减少的目的。

(2) 压缩合同金额筹划法。

飞之五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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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是合同上所载的金额，出于双方共同利益，双方或多方当

事人可以经过合理筹划，使各项金额通过非违法的途径从合同所载金额中减除，

从而压缩合同的表面金额，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但是要注意一下限度，以免被

税务机关调整价格，最终税负可能反而更重。

(3) 减少合同订立次数。

在货物或劳务的流转环节中，每一次订立合同都要缴纳一次印花税。如果能

在一开始就能确认下面的流转环节，就可以合为一次签订合同，减少流转环节，

从而避免重复缴纳印花税。

(4) 递延纳税筹划法。

这是印花税筹划的一个重要方法。印花税法规定，对某些合同在订立时无法

记载金额或虽载有金额 但作为计税依据明显不合理的应税凭证，实行固定税

额，每件应税凭证为 5元。待到交易发生后要按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计税，补交印

花税。按此规定，纳税人可以在签订合同时不记载具体金额，起到递延纳税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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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舆税

契税是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时向其承受者征收的一种税收，现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于 199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在中国

境内取得土地、房屋权属的台商投资企业，应当依法缴纳契税 c

契税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

1.契税的纳税人

契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包括

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

2. 征税对象

契税的征税对象是在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这种行为。应注意其与土地增

值税征税范围交叉之处。契税征税对象包括以下五种: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不交土地增值税)。

(2) 土地使用权转让(还应交土地增值税)。

(3)房屋买卖(符合条件的还需交土地增值税)。

(4) 房屋赠与(不交土地增值税)。

(5) 房屋交换(单位之间进行房地产交换还应交土地增值税)。

(6) 以土地、房屋权属作价投资、入股、抵债或以获奖方式、预购方式或

者预付集资建房款方式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应视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

或房屋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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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税的计税依据、税率和计算

1.契税的计税侬据

契税的计税依据，归结起来有 4种:

(1)按成交价格计算。

成交价格经双方敲定，形成合同，税务机关以此为据，直接计税。这种定价

方式，主要适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

(2) 根据市场价格计算。

土地、房屋价格，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北京成为 2008 年奥运会主办

城市后，奥运村地价立即飘升。该地段土地使用权赠送、房屋赠送时，定价依据

只能是市场价格，而不是土地或房屋原值。

(3) 依据土地、房屋交换差价定税。

随着二手房市场兴起，房屋交换走人百姓生活。倘若 A 房价格 30 万元， B

房价格 40 万元，A、B 两房交换，契税的计算，自然是两房差额，即 10 万元，

同理，土地使用权交换，也要依据差额。等额交换时，差额为零，意味着，交换

双方均免缴契税。

(4) 按照土地收益定价。

这种情形不常遇到。假设 2000 年，国家以划拨方式，把甲单位土地使用权

给了乙单位， 3年后，经许可，乙单位把该土地转让，那么，乙就要补交契税，

纳税依据就是土地收益，即乙单位出让土地使用的所得。

2. 契税的税率

契税实行幅度比例税率，税率为 3% -5% 。

契税的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幅度内按照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从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 90 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对

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 1% ;对个人销售住

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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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契税的计算

契税应纳税额公式为: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应纳税额以人民币计算。转移土地、房屋权属以外汇结算的，按照纳税义务

发生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契税的会计处理

企业缴纳契税应通过"固定资产"科目进行核算。企业纳税义务发生后，

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契税"科目;缴纳契税时，

应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契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例10 -3] 某企业接受指赠房产一座，房屋按市场售价计算应为 2600000

元。妾求计算企业应纳的契税，并作出会计处理。

应纳税额 =2ω0000 x5% = 130000 (元)

企业发生纳税义务时，

借:固定资产 130000

贷:应交税费一一一应交契税

实际缴纳契税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契税

贷:银行存款

契税的纳税筹划

纳税人在契税方面进行避税筹划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30 000

130000

130000

1.利用企业合并、分立和股权重组

首先了解相关法规。

企业合并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吸收合并是指一个企业存续，而其他解

散的企业合并形式;新设合并是指设立一个新的企业，而原各方均解散的企业合

并形式。不论是吸收合并还是新设合并，新设方或者存续方承受被解散方的土

地、房屋权属，如果合并前各方为相同投资主体的，不征收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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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分立分为存续分立和新设分立。存续分立是指企业在分立时，原企业存续，

而将其一部分分出并派出设立为一个或者数个新企业的分立行为;新设分立是指原企

业解散，分立出的各方分别设立新企业的分立行为。不论是派生方还是新设立方承受

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的，不征收契税。

股权重组可分为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两种形式。股权转让是指企业的股东将

其持有的股份或者出资，部分或全部转让给他人的行为;增资扩股是指公司向社

会公众或者特定单位、个人募集资金、发行股票的行为。由于在股权转让中，单

位和个人只是承受了股权，而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没有发生转移，所以不征契

税。但是在增资扩股的行为中，承受人是以土地、房屋权属作价人股或者作为出

资投入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发生了转移，所以按契税法规定，承受人应该缴

纳契税。

根据契税法的上述规定，下面用案例说明如何进行筹划。

[例10 -4] 甲公司 2008 年 2 月进行改组改制，并需要 600 万元的房地产进

行生产经营活动。乙企业恰恰有 600 万元的房地产出售。此时，甲公司是以 600

万元的资全收购乙企业的房地产，还是采取企业合并的方式，就会涉及契税的缴

纳与否 O 我们不考虑企业合并中的其他问题，来看不同方案的契税负担。

如果甲公司从乙企业购进 600 万元的房地产，设契税税率为 5% ，则:

甲公司应纳契税= 600 x 5% = 30 (万元)

如果双方采取合并的方式，不论是吸收合并，还是新设合并，由于在合并以

后乙企业仍然承受原来的房地产权属，所以合并后的公司不需要缴纳契税，仅此

一项就可节税 30 万元。

接土例，合并后的公司为丙公司。 2009 年 8 月，丙公司进行股权重组。一方

面转让公司股权 500 万元(对应的房地产权属不发生转移) ;另一方面，进行增

资扩股。丁企业以其房地产作价 400 万元人股，持有两公司的股权 400 万元。如

何进行契税的税务处理?

丙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由于房地产的权属不发生转移，所以不缴纳契税。

于企业以房地产作价人股，房地产的权属发生了转移，丙公司作为承受人应

纳契税。

丙公司应纳契税 =400 x5% =20 (万元)

如果丙公司为了节约契税，则可以采取企业合井的方式。

〈荔汇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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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采取上述的节税措施之前还要考虑企业合并中的其他问题，

如被兼并企业的盈亏状况、资产负债情况、多余职工的安置等。

2. 利用纳税人的信誉

当房屋的产权所有人将房屋元偿转让给他人所有时，除了产权无纠纷、双方

自愿以外，还应该有赠与房屋的书面合同，并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登记过户手

续。契税法之所以作出严格规定，是为了防止纳税中的各种纠给 J 但是，恰恰这
种规定为纳税人节税提供了可能性。

在现实中，赠与方与承受方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否则有房屋产权的一方不会轻

易将房厚赠与他人。既然如此，只要赠与方的目的达到而是再履行赠与于续就是次要

的。所以，为了避免承受方缴纳契税，可以小履行赠与手续。但前提是双方信誉是坚

实的，否则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3. 利用计税侬据的区别

契税的计税依据是不动产的价格，但契税法对不动产的出售、买卖、赠与、

交换等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计税依据。房地产的交换方式比较容易进行纳税筹划。

按契税法的规定，土地所有权交换、房屋交换，其计税依据是交换的土地所有

权、房屋的价格差额。当交换价格相等时，免征契税;当交挟价格不相等时，由

多交付的货币、实物、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一方缴纳契税。

纳税人利用交换价格差额进行筹划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尽量缩小交换价格

的差额;二是将单方面的转让行为转化为交换行为。

【例10 -5 】甲公司有房屋一栋，价值 1000 万元。乙公司有仓库一座，价值

800 万元。甲、乙双方均希望取得对方的不动产，来满足各自的需要，所以双方

采取了交换的方式。根据税法的规定，如果是双方互相交换不动产，乙公司应该

是纳税人。假设当地政府规定的契税税率为 5% ，则:

乙公司缴纳契税=(1000-8 ∞)x5%=10( 万元)

这样乙公司在交换过程中，不仅需要向甲公司支付差价 200 万元，而且还要

向政府缴纳契税 10万元。那么，乙公司不妨采取如下办法。

乙公司在与甲公司交换之前，先了解甲公司在取得仓库以后是否需要对仓库

进行必要的维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可以与甲公司取得默契，由乙公司�先对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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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仓库按甲公司的要求进行维修，维修费以差额 200 万元为限。作为乙公司

应该尽可能地达到 200 万元，以达到最好的节税效果。假设乙公司的维修费正好

是 200 万元，这样仓库的价值就不是 800 万元，而是 1 000 万元了。此时由于交

换价格相等，双方均不需要缴纳契税。

4. 利用三方或三方以上对房地产的不同需求

{例10 -6] 甲有价值 900 万元的房屋，乙有价值 900 万元的仓库。甲有取

得乙公司仓库的意向，而乙准备在取得甲的房屋以后将其出售，丙公司准备购直

房屋一栋，且对甲的房屋有购买意句。

方案一:丙公司直接向甲公司购买房屋，则:

丙公司应纳契税 =900 x5% =45 (万元)

甲公司取得款项以后再购置乙公司的仓库，则:

甲公司应纳契税 =900 x5% =45 (万元)

方案二:先由甲公司和乙公司进行交换，在该行为中由于双方的交换价格相

等，所以均不需要缴纳契税。乙公司在取得房屋以后，将其以 950 万元的价格出

售给丙公司，此时丙公司应该缴纳契税。

丙公司应纳契税 =950 x5% =47.5 (万元)

在后一种方案中，三方均实现了自己的意向，而且乙公司还可以加价出售房

屋，同时，所需缴纳的契税还小于前一种方式契税的总和。

〈茹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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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叼节 车船税

车船税指对在我国境内应依法到公安、交通、农业、渔业、军事等

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的车辆、船舶，根据其种类，按照规定的计税依据和

年税额标准计算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车船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1.纳税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为车船税的纳税

人，应当依照《车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缴纳车船税。管理人是指对车船具有

管理使用权，不具有所有权的单位和个人。

2. 征税范围

车船税的征税范围是指依法应当在车船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船。车船管理部门

是指公安、交通、农业、渔业、军事等依法具有车船管理职能的部门。

在机场、港口以及其他企业内部场所行驶或者作业，并在车船管理部门登记

的车船，应当缴纳车船税。拖船，是指专门用于拖(推)动运输船舶的专业作

业船舶。

车船税的税率

年蜻税的适用税额，依照条例所附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执行。

国务院财政部门、税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车船税税目税额

表》规定的税 H范围和税额幅度内，划分子税目，并明确车辆的子税目税额幅度
和船舶的具体适用税额。车辆的具体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规定的子税目税额幅度内确定。

之〈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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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税采用定额税率即对征税的车船规定单位固定税额。车船税确定税额总

的原则是:排气量小的车辆税负轻于排气量大的车辆;载人少的车辆税负轻于载

人多的车辆;自重小的车辆税负轻于自重大的车辆;小吨位船舶的税负轻于大吨

位船舶。由于车辆与船舶的行驶情况不同，车船税的税额也有所不同。如表

10-2 所示。
表 10-2 车船税税目税额表

税目 计税单位 每年税额 备注

载客汽车 每辆 60元至 660元 包括电车

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 按自重每吨 16元至 120元 包括半挂牵引车、挂车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 按自重每吨 24元至 120元

摩托车 每辆 36元至 180元

船舶 按净吨位每吨 3元至 6 元
拖船和非机动驳船分别按船舶税额

的50%计算

(1)载客汽车。

载客汽军划分为大型客车、中型客车、小型客车和微型客车 4 个子税目。其

中，大型客车是指核定载客人数大于或者等于 20 人的载客汽车;中型客车是指

核定载客人数大于 9 人且小于 20 人的载客汽车;小型客车是指核定载客人数小

于或者等于 9人的载客汽车;微型客车是指发动机汽缸总排气量小于或者等于 l

升的载客汽车，发动机排气量以车辆登记证书、车辆行驶证书、车辆出厂合格证

明、车辆进口凭证等相应项目所载数额为准。载客汽车各子税目的每年税额幅

度为:

①大型客车， 480 元至 660 元;

②中型客车， 420 元至 660 元;

③小型客车， 360 元至 660 元;

④微型客车， 60 元至 480 元。

客货两用汽车按照载货汽车的计税单位和税额标准计征车船税。

(2) 三轮汽车。

三轮汽车，是指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为三轮汽车或者三轮农用运输车的机

.动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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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速货车。

低速货车，是指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为低速货车或者四轮农用运输车的机

动车。

(4) 专项作业车。

专项作业车，是指装置有专用设备或者器具，用于专项作业的机动车;轮式

专用机械车是指具有装卸、挖掘、平整等设备的轮式自行机械。

专项作业车和轮式专用机械幸的计税单位为自重每吨每年税额为 16 元至 120

3巳。

具体适用税额由省级人民政府参照载货汽车的税额标准在规定的幅度内

确定。

(5) 船舶。

船舶的具体适用税额为:

①净吨位小于或者等于 200 吨的，每吨 3 元;

②净吨位 201 吨至 2000 吨的，每吨 4 元;

③净吨位 2001 吨至 10000 吨的，每吨 5 元;

④净吨位 10001 吨及其以上的，每吨 6 元。

车船税的计算

1.计税依据

①纳税人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时，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提供地

方税务机关出具的本年度军船税的完税凭证或者减免税证明。不能提供完税凭证

或者减免税证明的，应当在购买保险时按照当地的车船税税额标准计算缴纳车

船税。

②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每 2 马力折合净吨位 1吨计算征收车船税。

③《车船税暂行条例》及细则所涉及的核定载客人数、自重、净吨位、马 I.，

力等计税标准，以车船管理部门核发的车船登记证书或者行驶证书相应项目所载

数额为准。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到车船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上述计税标准以

车船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相应项目所载数额为准;不能提供车船出厂合格

证明或者进口凭证的，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根据车船自身状况并参照同类车船

午〈茧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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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车辆自重尾数在 o 5 吨以下(含 0.5 吨)的，按照 0.5 吨计算;超过 0.5
吨的，按照 1吨计算。船舶净吨位尾数在 0.5 吨以下(含 0.5 吨)的不予计算，
超过 0.5 吨的，按照 l 吨计算。1吨以下的小型船舶，一律按照 1 吨计算。

⑤《车船税暂行条例》及其细则所称的自重，是指机动车的装备质量。

⑥对于按照《车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无法准确获得自重数值

或自重数值明显不合理的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专项作业车和轮式专

用机械车，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车辆自身状况并参照同类车辆核定计税依据。对

能够获得总质量和核定载质量的，可按照车辆的总质量和核定载质量的差额作为

车辆的自重;无法获得核定载质量的专项作业车和轮式专用机械车，可按照车辆

的总质量确定自重。

2 车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购置的新车船，购置当年的应纳税额自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月起按月计算。计

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二年应纳税额+ 12x 应纳税月份数

[例10 -7] 某运输公司拥有载货汽车 15辆(货车自重全部为 10吨);乘人
大客车 20 辆;小客车 10辆。计算该公司应纳车船税。(注:载货汽车按自重每
吨年税额 80 元，来人大客车每辆年税额 500 元，小客车每辆年税额 400 元)
解:(1)载货汽车应纳税额=15 x 10 x 80 = 12 000 (元)
(2) 乘人汽车应纳税额= 20 x 500 + lOx 400 = 14 000 (元)
(3) 全年应纳牢船税额= 12000 + 14000 =26 000 (元)

3 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和滞纳金的计算

为了做好机动车车船税代收代缴工作，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

于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单的通知} (保监产险 [2007] 501 号)，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保单中增加了与车船税

有关的数据项目。有关涉税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

(1)特殊情况下车船税应纳税款的计算。

①购买短期"交强险"的车辆。对于境外机动车临时入境、机动车临时上

G乙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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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行驶、机动车距规定的报废期限不足 1年而购买短期"交强险"的车辆，保

单中"当年应缴"项目的计算公式为:

当茸应缴=计税单位×年单位税额 x应纳税月份数 -'-12

其中，应纳税月份数为"交强险"有效期起始日期的当月至截止日期当月

的月份数。

②已向税务机关缴税的车辆或税务机关己批准减免税的车辆。对于己向税务

机关缴税或税务机关已经批准免税的车辆，保单中"当年应缴"项目应为 0。对
于税务机关已批准减税的机动车，保单中"当年应缴"项目应根据减税前的应

纳税额扣除依据减税证明中注明的减税幅度计算的减税额确定，计算公式为:

减税车辆应纳税额=减税前应纳税额 x (1- 减税幅度)

(2) 欠缴车船税的车辆补缴税款的计算。

从 2008 年 7 月 1 日起，保险机构在代收代缴车船税时，应根据纳税人提供

的前次保险单，查验纳税人以前年度的完税情况。对于以前年度有欠缴车船税

的，保险机构应代收代缴以前年度应纳税款。

①对于 2007 年 1月 1 日前购置的车辆或者曾经缴纳过车船税的车辆，保单

中"往年补缴"项目的计算公式为:

往年补缴=计税单位 x 年单位税额 x (本次缴税年度-前次缴税年度-1 )

其中，对于 2007 年 1月 1 日前购置的车辆，纳税人从未缴纳车船税的，前

次缴税年度设定为 2006 年。

②对于 2007 年 1月 1 日以后购置的车辆，纳税人从购置时起一直未缴纳车

船税的，保单中"往年补缴"项目的计算公式为:

往年补缴=购置当年欠缴的税款+购置年度以后欠缴的税款

其中，购置当年欠缴的税款=计税单位 x 年单位税额 x 应纳税月份数-;-120

应纳税月份数为车辆登记日期的当月起至该年度终了的月份数。若车辆尚未到车

船管理部门登记，则应纳税月份数为购置日期的当月起草该年度终了的月份数。

购置年度以后欠缴税款=计税单位×年单位税额 x (本次缴税年度-享辆登记年度-1)

(3) 带纳金计算。

对于纳税人在应购买"交强险"截止日期以后购买"交强险"的，或以前

年度没有缴纳车船税的，保险机构在代收代缴税款的同时，还应代收代缴欠缴税

款的端纳金。

二义3区〉



第十幸 P\

其他税种、 ~J

保单中"滞纳金"项目为各年度欠税应加收滞纳金之和。

每一年度欠税应加收的滞纳金=欠税金额×滞纳天数 xO 5%

滞纳天数的计算自应购买"交强险"截止日期的次日起到纳税人购买"交

强险"当日止。

纳税人连续两年以上欠缴车船税的，应分别计算每一年度欠税应加收的滞

纳金。

车船税的纳税筹划

车船税主要是利用税率的特殊情况进行避税筹划。车船税适用的是定额税

率，对于车辆实行有幅度的定额税率，对船舶实行分类分级、全国统一的固定

税额。

1.利用车辆的计税侬据

车辆的具体定额税率是由省级政府在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对同一计税标准的车辆具体确定适用的税额。国家对车辆征税有-条特殊的

规定，即对车辆净吨位尾数在半吨以下者，按半吨计算，超过半吨者按 1吨计

算。该规定就为纳税人进行筹划提供了可能性。

[例10 -8] 北京某施工企业加 5年需要购直载货汽车，根据工程和企业资全的

状况，载货汽车的总净吨位控制在50吨以内。汽车市场上有三种载货汽车，4.5 净吨

位的载货汽车，5.2 净吨位的载货汽车和8净吨位的载货汽车。为了尽可能减少车船

税的缴纳，纳税人可以有以下几种购车方案:

方案 1:购买5辆 5 2净吨位载货汽车和 5辆 4.5 净吨位的载货汽车。

总净吨位=5. 2 x 5 +4. 5 x 5 =26 +22. 5 =48. 5(净吨位)

应纳车船税 =5.5 xωx5+4.5x60x5=1 臼0+1 350 =3ωo (元)

方案 2: 买 4 辆 8净吨位载货汽车和 4 辆 4 5净吨位的载货汽车。

总净吨位 =8 x4 +4.5 x4 =32 +18 =50( 净吨位)

应纳车船税=8 xωx4 +4.5 xωx4 =19 却 +1080=3ω( 元)

在上述两种方案中，虽然它们的计税依据都是 50 净吨位，但它们的实际总

净吨位不一样，前者是 48.5 净吨位，而后者是 50 净吨位。很明显，在净吨位不

同的情况下，缴纳的税款是一样，那么后者比前者的税收效益就高。另外，前者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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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 税收知识与纳税筹划

需要的司机比后者多两名，会加大企业的成本支出，从而对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

也会产生影响。

2. 船舶方面

车船税对船舶采取分类分级、全国统一的固定税额，实质上是一种全额累进

的定额税率。对于这种形式的税率，纳税人避税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利用临界点。

[例10 -9] 某船运公司 2008 年 1 月拟购进机动船舶 l 艘，假设船厂可提供

2 000 吨和 2 020 吨的船舶。如果羊从节税角度考虑，船运公司应购买哪种船?

购进 2 000 吨船舶应纳车船税二 2000x4=8000 (元)

购进 2 020 吨船舶应纳车船税= 2 020 x 5 = 10 100 (元)

可以发现，船舶仅增加了 20 吨，但税额增加了 2 1∞元 (10100-80 ∞)。如

果单从节税方面考虑，第 2 种方案显然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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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房产税

房产税是对我国境肉拥有房产所有权的内资企业和其他单位以及中

国籍居民，以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全收入为征税对象课征的一种财

产税。

房产税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

1 纳税人

房产税的纳税人是在我国境内拥有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房屋产权属于全

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者缴纳;产权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由集体单位和个人缴

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者

产权未界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或使用人缴纳。

2. 征税对象

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城市是指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市，包括市区、郊区和市辖县的县城，不包括农村;县城是

指未设立建制镇的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批准设立的建制镇，但不包括所辖的行政村;工矿区是指工商业比较发达，人

口比较集中，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建制镇标准，但尚未设立建制镇的大中型工矿企

业所在地。

房产税的计税依据、税率和计算

1.计税侬据

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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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9奋- 30% 以后的余值为计税依据。

具体的减除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规定。

房产原值是指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在账簿"固定资产"科目中记

载的房屋原价，包括房屋造价和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或者→般不单独

计价的配套设施(如照明、煤气、暖气、卫生、各种管线等)的价格。

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记载房屋原价的，在计算征收房产税的时候，应当按照

规定调整房产原值 Q

房产原值明显不合理的，应当重新评估。

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的，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参考同类房产核定。

(2) 出租的房产，以房产租金收入为 1十税依据。

2 税率

与计税依据相对应，房产税的税率也分为两种:

(1)按照房产余值计算应纳税额的，适用税率为1.2%;

(2) 按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应纳税额的，适用税率为 12%。

3. 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计税侬据x适用税率

[例10 -10] 某企业的经营用房原值为 1 500 万元，按照当地规定允许减除

209毛以后计税，房产税适用税率为1.2% ，该企业全年应纳房产税税额的计算方

法为:

应纳税额= 1 500 - (1500 x 20% ) xL 2%

= 14. 4 (万元)

[例10-11] 某公民出租自有房屋供他人经商，年租金收入 50000 元，房产

税适用税率为 12% ，该公民应纳房产税税额的计算方法为:

应纳税额= 50000 x 12%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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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设置"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房产税"明细科目以反映房产税计提和缴

纳的情况，企业缴纳的房产税应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由于房产税是按年征

收分期缴纳(一般是六个月)。

[例10 -12] 风秀公司办公楼、厂房等房产 2008 年的账面原值为 300 万元，

按规定房产原值扣除比率为 209毛，每年4 月、6 月分两次缴纳，则:

应纳税额= [300 x (1-20%) x 1.2% ] -:-2

=1.44( 万元)

①按半年计算出应缴纳的房产税时:

借:管理费用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房产税

②缴纳房产税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房产税

贷:银行存款

1.44

1.44

1.44

1.44

房产税的纳税筹划

房产税虽然税率较低，但是房产往往占企业固定资产的很大比例，数额较

大，使得房产税税基较大，税款绝对值较高。因此，对房产税进行筹划有重要意

义 d 房产税纳税筹划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在农村建厂

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是位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房屋，不包括农村

房屋。在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将企业设立在农村，则无须缴纳房

产税，等于每年给企业节约一笔数额可观的税款。而且在农村建厂会受到其他税

收上的优惠和国家给予的其他政策的好处。

2. 仔细区分房屋和非房屋，正确核算房屋原值

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屋，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 例如围墙、烟囱、水

塔、变电塔、油池油柜、酒害菜害、酒精池、砖瓦厂灰窑以及各种油气罐等均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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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房产，不征房产税。

因此，企业在建设房屋工程时，必须明确区分属于房产的附属设备、配套设

施和不属于房产的附属设备、配套设施的价值，并在会计账簿中分别记录，避免

将不用交房产税的项目算人房产原值。

3 改变出租方式

税法规定，对于将自有房屋租赁给他人的企业，按租金收人的 12%缴纳房
产税。相比从价计征的1.2% ，从租计征属于高税率，而且租金收入还要缴纳营
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等多种税种，税负较重。企业可以采取改变出租方式以

降低税负。如可以与承租人合伙经营，自己以房屋出资，合伙人负责经营，以利

润返还的方式取得租金收入，这样，就可以按原值交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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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资源税

资源税是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就

其应税数量征收的一种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羊位和个人，为资源税

的纳税义务人，应缴纳资源税。

资源税的纳税人

资源税纳税人是在境内从事应税资源开采或生产，并进行销售或自用的所有

单位和个人。"单位"是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

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个人"是指个

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其他单位和其他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

人员。

中外合作开采石油、天然气，按照现行规定征收矿区使用费，暂不征收资

源税。

独立矿山、联合企业和其他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

人。独立矿山是指只有采矿或只有采矿和选矿，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其

生产的原矿和精矿主要用于对外销售。联合企业是指采矿、选矿、冶炼(或加

工)连续生产的企业或采矿、冶炼(或加工)连续生产的企业，其采矿单位一

般是该企业的二级或三级以下核算单位。

独立矿山、联合企业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按照本单位的应税产品税额标

准，依据收购的数量代扣代缴资源税。

其他收购单位收购的未税矿产品，按照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产品税额标准，

依据收购的数量代扣代缴资源税。

资源税的税目和单位税额

资源税的税目目前有七大类，资源税采用单位定额税率，并按资源等级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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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确定了差别税额。

1.原油

原油指开采的天然原油，不包括人造石油。单位税额为每吨 8元 -30 元。

2. 天然气

天然气指专门开采或与原油同时开采的天然气，暂不包括煤矿生产的天然

气。单位税额 2元/千立方米 -i5 元/千立方米。

3. 煤炭

煤炭是指原煤，不包括洗煤、选煤及其他煤炭制品。单位税额 0.3 方吨 -5
元/吨。

4. 其他非金属矿原矿

其他非盒属矿原矿指上列产品和井矿盐以外的非金属矿原矿。包括宝石、金

刚钻、玉石、膨润土、石墨、石英砂、萤石、重晶石、硫铁矿、磷铁矿等。单位

税额 0.5 元/吨-20 元/吨。

5. 黑色金属矿原矿

黑色金属矿原矿指纳税人开采后自用、销售的，用于直接入炉冶炼或作为主

产品先入选精矿，生产出人工矿、然后再入炉冶炼的黑色金属矿石原矿，包括铁

矿石、锚矿石和锚矿石。单位税额 2 元/吨-30 元/吨。

6. 有色金属矿原矿

有色金属矿原矿包括铜矿石、铝矿石、锦矿石、黄金矿石等。单位税额 0.4

元/吨-30 元/吨。

7. 盐

盐包括固体盐、液体盐。固体盐，是指海盐、湖盐原盐和井矿盐。单位税额 10

万吨 -ω万吨。液体盐指卤水，是一种氯化铀含量达到一定浓度的榕液，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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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碱和其他产品的原料。单位税额每吨2元 -10 元。

注意列人税目的七类产品均为初级矿产品或原矿，加工后的资源产品不在征

税范围之内。

资源税的会计处理

凡是需要缴纳资源税的企业，应设置"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账户进

行会计处理。该账户的贷方登记企业应缴纳的资源税额，借方登记企业实际缴纳

的资源税额。通过该账户，就可以集中反映企业资源税的应缴和缴纳情况。

1.销售应税产品的资源税会计处理

企业计算出销售的应税产品应缴纳的资源税时，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

账户，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账户;实际缴纳资源税时，借记"应

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账户，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

[例10-13] 某油田某月对外销售原油 130000 吨，销售天然气 1 450 千立

方米，共应纳资源税额为 1 235 000 元，已用银行存款交税。那么，所傲的会计

分录为:

计算应交的资源税税额时: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 235 0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 1 235000

实际上交资源税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 1 235000

贷:银行存款 1 235000

{例10 -14] 某盐场对外销售一批海盐，共应缴纳资源税 13 700 元，税款已

付清。那么，所做的会计分录为:

计算应交的资源税时: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3 7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 13 700

实际缴纳资源税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 13 700

贷:银行存款 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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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用应税产品的资源税会计处理

公司计算出自用的应税产品应交的资源税时，借记"生产成本\"制造费

用"等账户，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账户，实际上交资源税时，借

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账户，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

[例10 -15] 某油田所属的炼油厂自用自禾原油一批， 7 月末计算应缴纳的

资源税额为 280000 元，8 月初支付。那么，所做的会计分录为:

计算应交的资源税时:

借:生产成本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

实际上交资源税时:

借:应交税费 应交资源税

贷:银行存款

280000

280000

280000

280000

I例 10 -16] 某煤矿自用自采煤炭一批，供基本生产部门和附属生产部门使

用，计算的应纳资源税额分别为 14000 元和 2300 元，此款已经支付。那么，所

傲的会计分录为:

计算应交的资源税时:

借:生产成本 14000

制造费用 2300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 16300

实际上交资源税时: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资源税

贷:银行存款

16300

16300

资源税的纳税筹划

资源税筹划方法有以下几种:

1.利用析算比

据规定，纳税人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提供或元法准确提供应税产品销售数量

或转移数量，以应税产品的产量或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例换算成的数量为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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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税数量。对于连续加工前无法精确计算原煤数量，可按加工产品的综合回收

率，将加工产品的实际销量和自用量折算为原煤数量，以此作为课税数量。对于

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原矿，因无法准确掌握纳税人移送原矿数量的，可将其精矿

选矿比折算为原矿数量。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一般是按同行业平均综合回

收率或选矿比确定的。

利用上述规定，企业可以依如下方法进行税收筹划:先计算本企业产品的综

合回收率或选矿比，当企业综合回收率相对低于同行业时，实际移送的应税产品

数量会高于税务机关以折算比计算的应税产品数量。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可选择不

登记应税产品的产量、销售量及移送数量。税务机关在进行征税活动时，根据同

行业企业的平均综合回收率或选矿比折算应税产品数量时，就会相对少算课税数

量，从而节约税款。可用这种方式进行筹划的资源主要有以下三种:煤炭、金属

和非金属矿产品原矿。

2 利用相关产晶

开采矿产品是必然会有伴生矿、伴采矿及伴选矿产生的。利用这些相关产品

可以进行纳税筹划 O

(1)利用伴生矿。

主产品一般是定额的主要依据，如果企业在开采之初仅注重个别单位税额较

低的元素，以此来影响税务机关确定单位税额，就能使整个矿床的矿产品适用较

低的税率，降低整体税负。

(2) 利用伴采矿。

税法规定，对伴采矿量大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规定，对

其核定资源、税单位税额标准;对伴生矿量小的，则在销售时，按照国家对收购单

位规定的相应品目的单位标准进行缴纳资源税。由于伴采矿量的大小可以由企业

自己生产经营来决定，如果企业在开采之初少采甚至不采伴采矿，税务机关在进

行认定时，通常都会认为企业的伴采矿量小。这样，企业可将伴采矿的单位税额

与主产品单位税额比较，如果伴采矿的单位税额比主产品低，则开采之初少开采

主产品矿，多开采伴选矿，等到税务机关按伴选矿确定好单位税额标准后，再扩

大企业的主产品采矿量，则可以按较低的税率缴纳资源税。如果伴采矿的单位税

额相对较高，则企业进行相反的操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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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伴选矿。

国家对以精矿形式伴选出来的副产品不征收资源税。纳税人可选择尽量改进

技术，使以非精矿形式出来的副产品以精矿形式出现，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

3. 分别核算

资源税中含有减免税规定，但是纳税人的减免税项目应当单独核算课税数

量，否则不予减免税。纳税人开采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也应分开核算不同产品

的课税数量，否则从高征收。因此纳税人不仅要分别核算减免税项目，对不同税

目应税产品也要分别核算，以尽量减少资源税的缴纳 c

飞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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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是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

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以转让所取得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

和其他收入为计税依据向国家缴纳的一种税赋，不包括以继承、赠与方

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

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凡有偿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

并取得收益的单位和个人，均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人。

所谓有偿转让，即指以出售方式转让。

国有土地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

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是指建于地上的一切建筑物，地上地下的各种附

属物及附着于该土地上的不能移动，一经移动即遭损坏的种植物、养殖物及其他

物品。

应税单位和个人是指有偿转让房地产的一切中外单位和个人，包括:机关、

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国内其他单位和个人、外商投资公司、

外国公司及外国机构、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国公民等。

土地增值税的税率

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额累进税率:

(1)土地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税率为 30% 。

(2 )土地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 ，未超过 100% 的部分，税率

为 40%。
(3)土地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100% ，未超过 200% 的1部分，税率

为 50%。
J〈玉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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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0% 以上部分，税率为 60% 。

土地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缴纳土地增值税的公司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应交土地增值税"

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为了提供应交土地增值税的计算依据，公司应将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所支付的

价款，对土地进行开发的成本、费用等，在有关会计科目或备查簿中详细登记。

在具体会计核算中，公司的营业内容性质不同，因而对土地增值税的核算方

法也有差异。

(1)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公司。

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对由当期营业收入负担的土地增值税，借记"主营

业务税金及附加"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 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实际

缴纳税款，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

科目。

[倒10-17] 某房地产公司 7 月有偿转让公寓两栋，面积 2600 平方米，单

位售价每平方米 2500 元，共计价款 650 万元。开发商品房实际支付的成本、费

用共计 310 万元，应支营业税金及附加 60 万元。按照征税规定，计算应纳税款

如下:

①土地增值额= 650 - (310 + 60)
=280 (万元)

②土地增值额与扣除金额之比为:

280 +370 = 75. 7%
③应纳税额 =280 x40% -370 x5%

= 93.5 (万元)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做如下分录:

借:营业税金及附如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

缴纳税款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935000

935000

935000

9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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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公司。

非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公司，转让房地产时，土地增值税应区别情况分别

处理。

①兼营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应由营业收入负担的土地增值税，借记"其他业

务成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一→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实际缴纳税款，

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例10 -18] 某羊位兼营房地产业务，该单位建造并出售一栋写字楼，取得

销售收入 2500 万元(营业税率 5%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7% ，印花税税率为

0.05% ，教育费附加附加率 3%) 0 该单位为建造此楼支付地价款为 350 万元;房

地产开发成本为 420 万元;房地产开发费用中的利息支出为 230 万元(能够按转

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工商银行证明) ，但其中有 30 万元的加罚利息。单

位所在地政府规定的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的计算扣除比为 5% 。按照征税规定，

计算如下:

①扣除项目金额 =350 +420 + (350 +420) x5% + (230 -30) +25 ∞
x5% x (1+7% +3%) +2500 xO. 05%

=1147.25( 万元)

②增值额 =2500 -1 147.25

= 1 352 75 (万元)

③增值额与扣除金额的比为:

1 352 75 -:-1 147.25 = 117.9%

④应纳税额= 1 352.75 x50% -1 147.25 x 15%

=504 2875 (万元)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做如下分录:

借:其他业务成本 5042875

贷: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 5 042 875

②转让的以支付土地出让金等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己纳入

"无形资产"科目核算的，其转让时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借记"其他业务

成本"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一-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国有土地使用

权已连同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一并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的，其转让

房地产时(包括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 ，所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借记
丘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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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 O 实际

缴纳税款时，借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③转让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借记"其他业务成本"等

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如国有土地使用权连同地

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一并转让，转让时，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实际缴纳税金时，借记"应交税费一一

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O

主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利用起征点

税法规定，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 的，免征土地增值税;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 的，应该就其全部增值

额按规定计税，这就是税法中的起征点的规定。

起征点的规定相当于税收制度中的全额累进征税办法。在起征点的临界

点附近，会出现税收负担大起大落的现象。为了取得免税的照顾，在建造普

通标准住宅的前提下，纳税人可以从收入和扣除项目金额两个方面进行税收

筹划，即当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在 20% 略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减少收入或者加大扣除项目金额，使比率低于 209毛，享受免征土地增值税的

政策。

2. 利用开发费用的扣除比例和条件不同

土地增值税的计税办法与其他税种的计税办法不同. )己其是在扣除项目的计

算上。根据规定，一般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转让房地产的收入后，允许扣

除的项目包括 5个部分: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房地
产开发费用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其他扣除项目。在这 5个项目中，除了房
地产开发费外，其他 4个扣除项目都是根据实际数据从收入中扣除，所以纳税筹
划的余地很小。但是房地产开发费用则不是据实扣除，按规定，可以分为两种情

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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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处理:

第一，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

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是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间类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

发成本的金额之和，在 5% 以内计算扣除。

第二，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的金额之

和，在 10%以内计算扣除。

对于一般企业，在计算其增值额时，作为期间费用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

财务费用，但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特殊性，在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时，其期间

费用不允许据实扣除，必须按税法的规定进行扣除。由于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情

况，就为企业的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主要是找出两种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办

法的平衡点。

设利息支出为 P，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为 F，房地产开发成本为 C，
则平衡公式是:

P+(F+C) x5% =(F+C) x 10%

P =(F+C) x 10% -(F+C) x5%

=(F+C) x (lO% -5%)

=(F+C) x5%

如果 P>(F+C)x5% ，则使用第 1种方法扣除额较多;如果 P«F+C)x

5% ，则使用第2 种方法比较合适。

[例10 -19]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2005 年有一房地产开发项目，取得土地使

用权所支付的全额为 100 万元，房地产开发成本为 200 万元，房地产开发费用为
50 万元，其中利息支出 20 万元。

由于 20> (l00 +200) x5% ，所以应该按第 1种办法扣除开发费用:

允许扣除的开发费用 =20 + (l00 +200) x5% =35 (万元)

如果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者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

明，则:

允许扣除的开发费用= (100 + 200) x 10% = 30 (万元)

因此，此时企业应该正确元误地向税务机关提供金融机构证明，计算分摊利

〈五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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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支出，以便使用第 1种扣除方法。

如果利息支出为 10万元，由于 10 <(100 +200) x5% ，所以应该按第 2 种办

法计算允许扣除的开发费用:

允许扣除的开发费用= (100 + 200) x 10% = 30(万元)

如果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则:

允许扣除的开发费用 =10+(100+200) x5% =25( 万元)

因此，此时企业应该尽可能地想办法采用第 2 种方法。

企业能否按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能否提供金融机构证明，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纳税人的主观行为，只要事前按上述的办法进行测算，就可

以使土地增值税的增值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变化，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

3. 分解房地产开发项目

纳税人在进行房地产开发前，通常都要签订房地产开发合同。如果就整个房

地产开发项目签订合同，则整个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均属于总投资额的范畴。

但作为一个整体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它是由不同的分项目组成的，如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设备购置等，这些项目不可能同时完工。不同工程的

性质，适用不同的税种，这又是一个税收筹划的突破口。

[例10 - 20]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接了一居民生活小区的开发并签订了

合同，总投资额 15000 万元，包括商品房的建造 8000 万元、商品房的裴修

6800 万元、小区健身设施的安苯 200 万元 O 假设允许扣除的项目全额为

12000 万元 O

方案 1:就整个开发项目签订合同。应纳土地增值税的计算:

增值额= 15000 -12 ∞0=3000 (力-元)

增值额占扣除项目金额的比例 =3000.;.120 ∞ x 100% = 25~毛

应纳土地增值税 =3 ∞Ox30% -12 000 xO% =900 (万元)

方案 2: 纳税人分别签订 3 个合同，即建造商品房的坯房，签订房地产开发

销售合同;商品房装修由元外一家装修公司承揽，并签订了装修合同，装修公司

返还给其介绍费 5 万元;与体育器材商店签订了购买合同，并由商店负责安装，

商店返还其介绍费 2万元。

假设商品房开发中允许扣除项目的金额为 6400 万元，则应纳增值税的

义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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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增值额 =8000-6400=1600 (万元)

增值额占扣除项目金额的比例= 1 600 +6 400 x 100% =25%

应纳土地增值税 =1600x30%-6400xO%=480 (万元)

介绍费应纳营业税= (5 +2) x 5% =O.35(万元)

采用方案 2，纳税人可节税 419.65 万元 (900 -480 -0. 35)。

〈茹乙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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