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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师

涉税服务实务

教材精讲班

第四章 涉税会计核算

考情分析

本章为重点内容，在考试中经常会涉及本章内容，经常结合第三章进行考察。本章复习时应重点掌握与增值税、消

费税、所得税有关的会计核算，调账的方法、步骤及相关内容。同时其他税种的会计核算应当按照客观题进行掌握。

教材变化

1.新增：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

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2.调整：谨慎性原则的相关表述

第一节 涉税会计核算概述

涉税会计核算基本科目设置

一、“应交税费”科目

1.会计账户：

2.核算内容

核算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企业和个人）、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等。

不在本科目核算的：契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

【提示】契税、耕地占用税、关税、车辆购置税、增值税、所得税不通过“税金及附加”核算。

二、“税金及附加”科目

1.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建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

相关税费。

（1）房地产企业销售开发产品应纳的土地增值税也在此科目中核算；

（2）不含增值税；

（3）契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计入相应资产的成本，不通过“税金及附加”核算。

2.账务处理

计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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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等

3.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例题 1·多选题】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税费，应在“税金及附加”科目中核算的有（ ）。

A.印花税 B.城镇土地使用税 C.教育费附加 D.增值税 E.耕地占用税

【答案】ABC

【解析】选项 D：增值税是价外税，不通过损益类科目核算；选项 E：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

三、“营业外收入”科目

1.核算企业实际收到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增值税和直接减免的增值税（会计准则发生变化）。

2.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或其他收益）

借：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或其他收益）

贷：本年利润

四、“其他收益”科目

主要核算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抵减额。

另外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也通过该科目核算。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等

贷：其他收益

借：其他收益

贷：本年利润

五、“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1.“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企业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以及本年度发现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涉及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需要调整报告年度损益的事

项，也在本科目核算。

2.调整错账过程中，如果跨年调整涉及损益类科目替换成“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3.调整后本科目的余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本科目结转后应无余额。

【例题 1·单选题】在纳税检查中，发现企业以前年度少计收益多计费用的情况时，应在（ ）科目进行反映。

A.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B.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C.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D.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答案】C

第二节 货物与劳务税会计核算

【知识点 1】增值税会计核算

一、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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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规模纳税人只需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代扣代交增

值税”明细科目。

（一）应交增值税

1.进项税额

记录企业购入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而支付或负担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额；

（1）企业购入时支付或负担的进项税额，用蓝字登记；

（2）退回所购货物应冲销的进项税额，用红字登记。

【例题 1·多选题】下列业务的会计核算中，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核算的有（ ）。

A.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B.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

C.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用于股东分配

D.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用于对外无偿捐赠

E.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用于交际应酬

【答案】CD

【解析】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含交际应酬）的，增值税不视同销售，

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所以不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核算。

【例题 2•简答题】2021 年 4 月某企业将原购进的不含税价 3000 元、增值税额 390 元的原材料退回销售方。

该企业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答案】：

借：银行存款 339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90（红字）

贷：原材料 3000

2.已交税金

具体适用情形：

（1）辅导期一般纳税人需要增购发票；

（2）以 1、3、5、10、15 日（不足 1 个月）为 1 期纳税的。

（3）本科目核算的是企业当月缴纳当月增值税额，企业当月缴纳上月应交未交的增值税时，借记“应交税费——未

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注：增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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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例题 3•简答题】2021 年 7 月 15 日缴纳 7 月 1～10 日应该缴纳的增值税 20 万元，该企业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答案】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20

贷：银行存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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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免税款

（1）反映企业按规定减免的增值税款；

（2）企业按规定直接减免的增值税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损益类相关科目。

【提示】一般纳税人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

全额抵减的，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贷：管理费用等

【例题 4•简答题】某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1 月份缴纳技术维护费 500 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解析】增值税纳税人初次购进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缴纳的技术维护费用凭相关发票可以全额抵减增值税额。

缴纳时：

借：管理费用 500

贷：银行存款 500

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500

贷：管理费用 500

【例题 5•单选题】（2019 年）2019 年 5 月份某企业支付税控设备维修费并取得发票，该企业会计核算的借方科目

是（ ）。

A.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B.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C.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D.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答案】D

【解析】企业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

减的，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4.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1）反映出口企业销售出口货物后，向税务机关办理免抵退税申报，按规定计算的应免抵税额；

（2）账务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5.销项税额抵减

（1）记录一般纳税人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因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差额纳税）。

（2）账务处理：

借：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贷：主营业务成本等

【例题 6•简答题】鸿泰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一般纳税人，2021 年 8 月销售营改增后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取得含增值税

价款 2180 万元，相对应的土地价款为 1090 万元。

【解析】取得销售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等 218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80

土地价款作“销项税额抵减”：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90

贷：主营业务成本 90

6.转出未交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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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企业月终转出应缴未缴的增值税。 月末企业“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出现贷方余额时，根据余额借记

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例题 7•简答题】某企业增值税账户贷方的销项税额为 2万元，借方的进项税额为 1万元，期初无留抵税额。

【解析】应纳增值税=2-1=1（万元）。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1000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000

次月缴税时：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

7.销项税额

（1）记录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应收取的增值税额；

（2）注意：退回销售货物应冲减的销项税额，在贷方用红字登记。

【例题 8•简答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5 月 12 日销售给乙公司的一批产品全部被退回，销售价款

100 万元，增值税 13 万元，乙公司尚未支付该笔货款，已根据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解析】

借：主营业务收入 100

贷：应收账款 11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红字登记）

8.出口退税

记录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按规定退回的增值税额。

9.进项税额转出

（1）记录企业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等发生非正常损失以及其他原因而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按规定转出的进项税额。

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①已经抵扣进项税额的外购货物等改变用途，用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用途，做进项税额转出。

【例题 9•简答题】某商场 2021 年 6 月将 2021 年 5 月外购服装 100000 元用于职工福利，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解析】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113000

贷：库存商品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3000

②在产品、产成品、不动产等发生非正常损失，其所用外购货物、劳务、服务等进项税额做转出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等

贷：原材料（固定资产、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例题 10•简答题】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6 月购入原材料一批，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 100 万元，

增值税税额 13 万元，当月已经确认抵扣。6月在盘点过程中发现该批原材料因管理不善毁损其中的 50%。

要求：编制企业毁损原材料的会计分录。

【答案】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56.5

贷：原材料 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6.5

③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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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例题 11•多选题】下列业务的会计核算中，需要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核算的有

（ ）。（2011 年）

A.一般纳税人将外购货物改变用途用于集体福利

B.一般纳税人将自产产品用于对外捐赠

C.一般纳税人将自产产品用于股东分配

D.一般纳税人的产成品发生了因管理不善造成的非正常损失

E.一般纳税人将委托加工收回的货物用于个人消费

【答案】AD

【解析】选项 BCE 属于税法规定视同销售的内容，无须作进项税额转出。

（2）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制度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对同时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纳税人取得退还的

留抵税额后，应相应调减当期留抵税额：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0.转出多交增值税

记录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转出当月多交的增值税额。对于多预缴税款形成的“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借方余额，

需要作转出处理。

注：由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形成的“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借方余额，月末无需进行账务处理。

【例题 12•简答题】某企业 2021 年 5 月 31 日增值税账户贷方的销项税额为 96000 元，借方的进项税额为 130000 元。

账务处理：

【答案】月末不进行账务处理。

如当月已交税金 10000 元，则做分录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 10000

【例题 13•简答题】某企业 2021 年 5 月 31 日增值税账户贷方的销项税额为 10000 元，借方的进项税额为 8000 元，

已交税金为 9000 元。账务处理：

【解析】

当月应交增值税 10000-8000=2000 元，实交 9000 元，多交的增值税 7000 元作转出。

按照“已交税金”与应交增值税借方余额较小一方做转出：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7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7000

【例题 14•单选题】（2017 年）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根据税务机关规定每 5 天预缴一次增值税，2017 年 3

月当期进项税额 40 万元，销项税额为 90 万元，已经缴纳的增值税为 60 万元，则月末企业的会计处理（ ）。

A.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 10

B.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 1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

C.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10

D.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1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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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1.核算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从“应交增值税”或“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转入当月的应缴未缴、多缴或预缴的增值

税额，以及当月缴纳以前期间未缴的增值税额；

（1）月份终了，企业应将当月发生的应缴增值税额自“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转入“未交增值税”科目。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2）月份终了，企业应将当月多缴的增值税额自“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转入“未交增值税”科目。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

2.企业当月缴纳以前期间未缴的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例题 15•单选题】某商贸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 年 1 月 8 日上缴 2021 年 12 月应纳增值税额 148000 元，

则正确的会计处理为（ ）。

A.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148000

贷：银行存款 148000

B.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48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148000

C.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48000

贷：银行存款 148000

D.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48000

贷：银行存款 148000

【答案】D

3.未交增值税期末余额

4.用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的问题

（1）对纳税人因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而产生期末留抵税额的，应以期末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

（2）按增值税欠税税额与期末留抵税额中较小的数字红字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例题 16•简答题】某企业 2021 年 5 月在税务稽查中应补增值税 15 万元欠税未补，若 2021 年 5 月期末留抵税额 10

万元，6月末留抵税额 8 万元。

5 月和 6月末用留抵税额抵减欠税的账务处理。

【答案】

5 月：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0000（红字）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0000（红字）

6 月：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0000（红字）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50000（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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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交增值税

核算一般纳税人转让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提供建筑服务、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

目等，以及其他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应预缴的增值税额。

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在预缴增值税后，应直至纳税义务发生时方可从“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科目结转至“应交税

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8 号）的规定，房地产企业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在收到预收款

时按照 3%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但房地产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

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第四十五条规定，在收到预收款时并不发生增值税的纳税

义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缴的税款不能抵减预缴当期的应纳税额，而应在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纳税义务发生

时才进行抵减，未抵减完的预缴税款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四）“待抵扣进项税额”明细科目

核算范围：

1.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并经税务机关认证，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以后期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的进项税额。

2.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尚未交叉稽核比对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或计算的增值税额。

【例题 17·简答题】某企业 2018 年 8 月购买一栋办公楼用于办公，价款 1000 万元，增值税 100 万，2019 年 4 月份

该企业将与不动产有关的待抵扣进项税额一次性抵扣，账务处理如下：

2018 年 6 月：

借：固定资产—办公楼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0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40

贷：银行存款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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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0

贷：应交税费— 待抵扣进项税额 40

（五）“待认证进项税额”明细科目

（1）一般纳税人由于当期未进行勾选确认而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例题 18•简答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6 月外购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为

10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13 万元，当月尚未进行勾选确认。款项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账务处理：

借：原材料 1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3

贷：银行存款 113

若甲公司在 6 月对该专用发票通过申报平台进行勾选确认。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3

（2）一般纳税人通过增值税申报系统上传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信息但未通过税务机关比对的进项税额。

（六）待转销项税额

核算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已确认相关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

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

该科目主要是解决增值税纳税义务时间与按照会计准则核算确认收入的时间两者之间的差异。

即增值税纳税义务时间在后，会计准则核算确认收入的时间在前。

例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境外提供建筑服务等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69 号）中规定，

关于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被工程发包方从应支付的工程款中扣押的质押金、保证金，未开具发票的，以纳税人实

际收到质押金、保证金的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而按照建造合同准则核算确认收入的时间在实际收款前。

【例题 19·简答题】某建筑企业 2021 年 6 月工程完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 1000 万元（不含税），约定价款支付

方式为：工程完工时支付 90%，完工 1 年后的当月支付 10%质保金。

当月收到工程款 981 万元（含税），尚余 109 万（含税）的质保金未收，企业根据收款情况，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81 万元，请做出相应账务处理。

【答案】

借：银行存款 981

应收账款 109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1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9

（七）“增值税留抵税额”明细科目；略。

（八）“简易计税”明细科目

核算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发生的增值税计提、扣减、预缴、缴纳等业务。

1.计提税款时

借：银行存款等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2.处置不动产时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3.缴纳税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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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贷：银行存款

【例题 20•单选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8 年 5 月销售一栋“营改增”前外购的房产，选择简易计税方

法，在房产所在地预缴增值税时，会计核算的借方科目应该是（ ）。（2018 年）

A.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B.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C.应交税费—已交税金 D.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答案】A

【解析】“简易计税”明细科目，核算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发生的增值税计提、扣减、预缴、缴纳等业务。

【例题 21•单选题】（2017 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取简易计税方法，计提应纳增值税，应计入（ ）贷方。

A.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B.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C.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D.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答案】B

（九）“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核算增值税纳税人转让金融商品发生的增值税额。金融商品转让按规定以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1.以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月末如产生转让收益：

借：投资收益

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2.月末，如产生转让损失，则按可结转下月抵扣税额：

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贷：投资收益

3. 年末，本科目如有借方余额，需要清为零：

借：投资收益

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例题 22·简答题】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发生如下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的经济业务：

(1)4 月 12 日，从深圳证券交易所购入乙企业股票 20 000 股，该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900 000 元，另支付相关交易费

用 3 000 元，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 180 元，发票已通过税务机关认证。甲企业将该股票划

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2)7 月 18 日，将持有的乙企业股票全部出售，售价为 1 006 000 元，转让该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为：

【答案】

应交增值税=(1006000-900000)/1.06*0.06=6000 元。

【例题 23·简答题】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企业，2021 年 7 月 1 日以含税价 10 元/股的价格购入 A 公司普通股股票

20000 股。

2021 年 8 月 15 日以 9元/股的价格转让 5000 股，2021 年 9 月 10 日以 11.50 元/股的价格转让 10000 股。

假设甲公司除该股票外，未购入其他金融商品，不考虑相关费用及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2021 年 7 月 1 日购入 A 公司股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00000（10×20000 股）

贷：银行存款 200000

（2）2021 年 8 月 15 日转让股票 5000 股：

5000 股×9 元/股=45 000 元

借：银行存款 45 000

投资收益 5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0 000

月末将产生的转让损失所对应的增值税结转下月抵扣：

（45000-50000）÷1.06×6%=283.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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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283.02

贷：投资收益 283.02

（3）2021 年 9 月 10 日转让股票 10000 股：

10000 股×11.50 元/股=115 000 元

借：银行存款 115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0 000

投资收益 15 000

月末将产生的转让收益计提增值税：

（115 000-100 000）÷1.06×6%=849.06 元

借：投资收益 849.06

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849.06

次月征期内实际缴纳增值税：

849.06-283.02=566.04 元

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566.04

贷：银行存款 566.04

（十）“代扣代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核算纳税人购进在境内未设经营机构的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内的应税行为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按照适用税率代扣代交：

应扣缴税额＝购买方支付的价款÷（1＋税率）×税率

（十一）加计抵减政策下的会计核算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邮政、电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纳税人

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

注：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应

纳税额（以下称加计抵减 15%政策）。

【提示】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实际缴纳增值税时：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实际缴纳金额）

其他收益（差额）

【例题 24·简答题】某公司 2020 年 6 月销项税额 100 万元，进项税额 60 万元，本期加计抵减额为 6 万元，请做出

缴纳税款的分录。

【答案】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40

贷：银行存款 34

其他收益 6

若该公司为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加计抵减额为 9 万元。

【解析】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40

贷：银行存款 31

其他收益 9

（十二）“增值税检查调整”明细科目

1.一般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对其增值税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后，凡涉及增值税涉税账务调整的，应设立“应交税费—增

值税检查调整”专门账户。

2.在调账过程中与增值税有关的账户用“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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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调整事项结束后，结出“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的余额，并将该余额转至“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中。处理之后，本账户无余额。

【例题 25•单选题】以下有关增值税检查调整专门账户表述错误的有（ ）。

A.增值税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对其增值税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后，凡涉及到增值税涉税账务调整的，应设立“应交税费

—增值税检查调整”专门账户

B.凡检查后应调减账面进项税额或调增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转出的数额，借记有关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增值税

检查调整”科目

C.凡检查后应调增账面进项税额或调减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转出的数额，借记有关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增值税

检查调整”科目

D.全部调账事项入账后，应结出“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账户的余额，并对余额进行处理，处理之后，“应

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账户无余额

【答案】C

【解析】凡检查后应调增账面进项税额或调减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转出的数额，借记“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

科目，贷记有关科目。

二、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等业务的核算

（一）外购货物的核算

1.按价税合计金额记账的情况：不得抵扣进项税

（1）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应税劳务或应税服务等；

（2）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费用；

（3）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应税服务；

（4）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应税劳务、应税服务；

（5）小规模纳税人购入货物、应税劳务或应税服务等。

会计处理：

借：原材料等（价税合计数）

贷：银行存款等

2.按价税分别记账的情况

一般纳税人按现行税法规定，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会计处理：

借：××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外购）

营业外收入（捐赠）

实收资本（投资）

资本公积（投资）等

3.2019 年 4 月 1日后购入“不动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 年抵扣。

此前按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账务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4.货物已验收入库但尚未取得扣税凭证的账务处理

一般纳税人购进的货物等已到达并验收入库，但尚未收到增值税扣税凭证并未付款的，应在月末按货物清单或相关

合同协议上的价格暂估入账，不需要将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暂估入账。

下月初，用红字冲销原暂估入账金额，待取得相关增值税扣税凭证并经认证后，按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的金

额入账，可抵扣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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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简答题】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21 年 1 月入库一批应税货物，已经验收入库，但尚未收到增值税扣税凭

证并未付款，1 月末按货物清单或相关合同协议上的价格 200 万元暂估入账。

2021 年 2 月下旬取得上述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注明金额 200 万元，税额 26 万元。 并于 3 月底在增值税发

票查询平台对该发票进行了勾选确认。

根据上述经济业务，做出相关会计分录。

【解析】

（1）企业应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按货物清单或相关合同协议上的价格 200 万元暂估入账，但不需要将增值税的进项

税额暂估入账。

借：原材料 200

贷：应付账款 200

（2）2月 1日，用红字冲销原暂估入账金额。

借：应付账款 200

贷：原材料 200

（3）在 2 月下旬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干份，发票上合计注明金额 200 万元，税额 26 万元。

借：原材料 2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26

贷：应付账款 226

（4）3月末在增值税发票查询平台对该发票进行勾选确认并申报抵扣。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6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26

5.企业购进免税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账务处理：

纳税人在购进农产品时，取得农产品增值税普通发票，按 9%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在领用农产品环节，如果农产品用于生产或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再加计 1%进项税额抵扣。

【例题 2·简答题】 A 企业为一食品加工厂，2021 年 11 月从某家庭农场购入小麦 100 吨，每吨 600 元，开具的主

管税务机关核准使用的收购凭证上收购款总计 60000 元。

则 A 企业正确的会计处理为：

购进小麦时：

借：原材料 54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400

贷：银行存款 60000

假设，2022 年 1 月全部被生产领用，用于生产适用 13%税率的食品，加计扣除 1%，会计处理：

借：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00

贷：原材料 600

（二）接受应税服务的核算以运费服务为例。

【例题 3·简答题】A 企业 2021 年 1 月外购原材料 1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6000 元，增值税额为 780

元，另外销货方代垫铁路运费 218 元。

A 企业开出为期 1个月的商业汇票一张，材料已验收入库。

A 企业会计处理为：

借：原材料 6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798

贷：应付票据 6998

【例题 4•简答题】2021 年 4 月 1 日 B 企业员工乘坐火车到国内某地出差，往返车票共计 600 元，企业会计处理为：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600/(1+9%)*9%=49.54

借：管理费用 5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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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9.54

贷：现金等 600

三、销售等业务的核算

（一）一般销售业务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等

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二）视同销售业务账务处理

以增值税视同销售为视角。

1.“代”—代销

（1）委托代销商品

发出

商品

借：发出商品 60

贷：库存商品 60

收到代销清单 借：应收账款 113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借：主营业务成本 60

贷：发出商品 60

收到手续费

结算发票

借：销售费用 1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0.6

贷：应收账款 10.6

收到货款 借：银行存款 102.4

贷：应收账款 102.4

（2）销售代销商品

销售商品 借：银行存款 113

贷：应付账款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结算手续费 借：应付账款 10.6

贷：其他业务收入 1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0.6

收到发票，

结算货物

借：应付账款 89.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

贷：银行存款 102.4

2.“个福”—个人消费/集体福利

（1）外购“个福”

会计与税法 处理

增值税—不视同销售 不抵扣进项/若已抵扣，进项税额作转出

会计—不视同销售 借：管理费用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自产、委托加工用于“个福”

会计与税法 处理

增值税—视同销售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会计—视同销售 借：管理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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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付职工薪酬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例题 1·简答题】乙公司为一家生产电视的企业，共有职工 200 名。2021 年 2 月，公司以其生产的成本为 10000

元的液晶电视和外购的每台不含税价格为 1000 元的电暖气作为春节福利发放给公司每名职工。

该型号液晶电视的售价为每台 14000 元，乙公司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乙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购买电暖气的价款和增值税进项税款，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

假定 200 名职工中 170 名为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30 名为总部管理人员。

1.电视机

（1）公司决定发放非货币性福利时，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 2689400（170*14000*1.13）

管理费用 474600 （30*14000*1.13）

贷：应付职工薪酬 3164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 3164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8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64000

（2）实际发放电视，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0000（10000*200）

贷：库存商品 2000000（10000*200）

2.电暖气（外购个福）

（1）公司决定发放非货币性福利时，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 192100（170*1000*1.13）

管理费用 33900（30*1000*1.13）

贷：应付职工薪酬 226000

（2）购买电暖气时，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库存商品 226000

贷：银行存款 226000

（3）实际发放电暖气时，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应付职工薪酬 226000

贷：库存商品 226000

3.自产、委托加工、外购用于投资

会计与税法 处理

增值税—视同销售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会计—视同销售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4.自产、委托加工、外购用于分配

会计与税法 处理

增值税—视同销售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会计—视同销售 借：应付股利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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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例题 2·简答题】2021 年 2 月，A企业以自己生产的产品分配利润，产品成本为 50 万元，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80

万元，该产品增值税税率 13%，则 A企业正确的会计处理为：

借：利润分配 90.4

贷：应付利润 90.4

借：应付利润 90.4

贷：主营业务收入 8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4

借：主营业务成本 50

贷：库存商品 50

5.自产、委托加工、外购用于赠送

会计与税法 处理

增值税—视同销售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会计—不视同销售 借：营业外支出

贷：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将货物用于偿债

该业务会计与税务处理不产生差异，在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上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借：应付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三）带包装物销售账务处理

1.随同产品出售但单独计价的包装物，按规定应缴纳增值税。

会计处理：

借：应收账款等

贷：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逾期未退还包装物的押金（啤酒、黄酒以外的酒类除外）。

借：其他应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四）纳税人销售不动产业务账务处理

1.销售非自建不动产业务的账务处理

对于纳税人销售非自建的不动产，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

余额，按 5%的预征率（或征收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或缴纳）税款。

【例题 3·简答题】某纳税人（非自然人）2021 年 6 月 30 日转让其 2013 年购买的写字楼，取得转让收入 1000 万元

（含税，下同）。纳税人 2013 年购买时的价格为 700 万元，保留有合法有效凭证。

如果该纳税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如何在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计算预缴税额；

如该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应如何处理？

【解析】不动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在预征税款时，不需要区分纳税人性质，也不需要区分房产取得的时间是营改增

“前”还是“后”，只需要知道所销售的不动产，属于“自建”（全额预缴），还是“非自建”（差额预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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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中，纳税人转让的不动产为 2013 年外购的，属于非自建，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

价或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1000-700=300 万元），换算为不含税价后，按 5%的预征率（征收率）向不动产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1）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结果精确到元）

①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借：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142857

[3000000÷（1＋5%）×5%]

贷：银行存款 142857

②企业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纳税申报。

借：银行存款 1000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9174312

[10000000-82568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25688

[10000000÷（1＋9%）×9%]

假设当期进项税额合计为 70 万元，其他销项税额合计 30 万元，

则应纳增值税=825688+300000-700000-142857=282831 元。

③结转相应明细科目至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相关的账务处理为：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425688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425688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42857

贷： 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142857

④缴纳增值税款时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282831

（425688-142857）

贷：银行存款 282831

（2）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①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借：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142857

[3000000÷（1＋5%）×5%]

贷：银行存款 142857

②企业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纳税申报：

借：银行存款 1000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9857143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142857

可以看出，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方法后，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的税款，与回机构所在计算申报的应纳

税额，应是一致的。

（3）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款计算与上述一般纳税人选择的简易计税方法相同。只是账务处理上将“应交税费—简易计

税”科目改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即可。

2.销售自建不动产业务的账务处理

对于纳税人销售自建的不动产，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

缴（或缴纳）税款。

（1）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例题 4·简答题】某纳税人（非自然人）为北京西城区纳税人，2021 年 6 月 30 日转让其 2013 年自己建造的厂房

一间，取得转让收入 1000 万元，厂房也在北京市西城区，但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不为同一

单位。 纳税人 2013 年建造厂房的成本为 700 万元。 如果该纳税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人对该笔业务选择一

般计税方法，应如何在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计算预缴税额，如何在机构所在地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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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①在北京西城区税务机关预缴税款时：

预缴税款＝1000÷（1＋5%）×5%＝47.62（万元）

借：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476200

贷：银行存款 476200

②纳税人向北京西城区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

借：银行存款 1000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9174312

[10000000-82568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25688 [10000000÷（1＋9%）×9%]

③结转相应明细科目至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相关的账务处理为：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825688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825688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476200

贷：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476200

④缴纳增值税款时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349488 （825688-476200）

贷：银行存款 349488

（2）一般纳税人，简易计税方法

【沿用例 4】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纳税人在北京西城区税务机关应预缴税款：

应预缴税款＝1000÷（1＋5%）×5%＝47.62（万元）

借：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476200

贷：银行存款 476200

纳税人向北京市西城区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按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借：银行存款等 1000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9523800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476200

纳税人在 7 月申报期内，转让不动产及其他业务共同申报纳税。并可凭在北京西城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完税凭证，

抵减纳税人应纳税额的 47.62 万元。

（3）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建不动产的处理

【例题 5·简答题】某纳税人（非自然人）是小规模纳税人，2021 年 6 月 30 日转让其 2013 年自己建造的厂房一间，

取得转让收入 1000 万元。纳税人 2013 年建造厂房的成本为 700 万元。

如果该纳税人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应如何在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解析】纳税人转让自建的不动产，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000 万元），换算为不含税价后，按 5%的征

收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476200

[1000÷（1＋5%）×5%]

贷：银行存款 476200

除其他个人之外的小规模纳税人，应按规定的计税方法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后，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的税款，与回机构所在

计算申报的应纳税额，应是一致的。

四、出口退税的核算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的原理：（四步法）

假设出口企业全部原材料均从国内购进（无免税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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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剔税：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退税率）

第二步抵税：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

当期应纳税额=内销的销项税额-（全部进项税额-第一步计算的数额）-上期留抵税额

（小于 0 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比税：

（1）计算免抵退税额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2）用应纳税额与免抵退税额“比”

第四步退税：计算当期应退税额

计算剩余指标：如免抵税额与当期留抵税额。

会计分录：

1.外购生产用材料并验收入库时：

借：原材料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等

2.内销货物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内销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自营出口销售货物时：

借：应收账款—应收外汇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外销

4.收到外销货款时：

借：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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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收账款—应收外汇账款

差额：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5.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进项税额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外销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6.按当期《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汇总申报表》进行会计处理：

（1）申报的应退税额＞0，且免抵税额＞0 时：

借：应收出口退税款 （申报的应退税额）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2）申报的应退税额＞0，且免抵税额=0 时：

借：应收出口退税款 （申报的应退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3）申报的应退税额=0，且免抵税额＞0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例题 1·简答题】某生产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21 年 5 月购进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

款 200 万元，增值税 26 万元。当月内销货物不含税销售额 100 万元，销项税额 13 万元。

本月出口货物销售额折合人民币 150 万元。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为 13%，退税率为 9%。另有上期期末留抵税额 2 万元。

要求：计算应退税额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答案】

第一步—剔税：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50×（13%-9%）=6（万元）

第二步—抵税：应纳增值税额=100×13%-（26-6）-2=-9（万元）

第三步—比税：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150×9%=13.5（万元）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9 万元＜当期免抵退税额 13.5 万元，

第四步—退税：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9 万元。

剩余指标计算：当期免抵税额=13.5-9=4.5（万元）

会计分录：

（1）购进原材料

借：原材料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6

贷：银行存款 226

（2）销售货物—内销

借：银行存款 113

贷：主营业务收入—内销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3）销售货物—外销

①实现销售时：

借：银行存款 150

贷：主营业务收入—外销 150

②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借：主营业务成本—一般贸易出口 6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6

③收到主管税务机关《审批通知单》后：（申报退税时不做账）

借：应收出口退税款 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4.5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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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收到出口退税款时：

借：银行存款 9

贷：应收出口退税款 9

【例题 2·单选题】增值税出口退税业务中，企业确认的应退税额应借记（ ）。（2014 年）

A.应收出口退税款 B.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C.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D.银行存款

【答案】A

【解析】在增值税出口退税处理上，计算应退税时借记“应收出口退税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

口退税）”科目。

五、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发生改变业务的核算

（一）应税转非应税的核算

1.因发生非正常损失或改变用途等进项税额需转出。

2.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

产）、不动产。

3. 会计核算

借：在建工程/应付职工薪酬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例题 1·简答题】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1 月将 2020 年 12 月外购的乙材料 10 吨（已抵扣进项税额），

转用于企业的食堂的修缮。该材料实际成本为 52000 元，已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6760 元。

账务处理：

借：在建工程 58760

贷：原材料 52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6760

（二）非应税转应税的核算

1.原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因改变用途等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应税项目的，按

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2.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经上述调整后，按调整后的账面价值在剩余尚可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或摊销。

（三）非正常损失的核算

会计核算：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非正常损失）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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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简答题】A 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6 月由于管理不善，一批自产产品发霉腐烂，已知该批产

品的生产成本为 8 万元，当期总的生产成本为 42 万元。其中耗用外购材料的账面价值为 30 万元，外购原材料适用

增值税率为 13%。

损失产品成本中所耗外购货物购进额

=30×8/42×10000=57143 元

应转出进项税额=57143*13%=7429 元

账务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87429

贷：库存商品 8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429

六、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核算

小微企业在取得销售收入时，应当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应交增值税，并确认为应交税费，在达到增值税制度规定的

免征增值税条件时，将有关应交增值税转入当期损益。

【例题 1·简答题】浙江某企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选择 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

2021 年 10 月份销售货物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 10.10 万元，

11 月份销售货物取得未开具发票含税收入 5.05 万元，

12 月份销售货物自行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 10.10 万元。

请分析如何征免及申报相关的增值税。

【解析】该纳税人 2021 年第四季度不含税销售收入为 25 万元，未超过 45 万元，符合政策规定，可以享受免征增值

税优惠政策。

借：银行存款 2525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500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500

贷：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 2500

【知识点 2】消费税会计核算

一、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的账务处理

（一）一般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的账务处理

1.一般情形：于生产销售时纳税。

2.视同销售：以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抵偿债务、投资入股、支付代购手续费。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材料采购等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例题 1·简答题】某汽车生产企业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3 月销售小轿车 30 辆，出厂每辆不含税售价 12

万元，款项已收到并存入银行，假设增值税适用税率 13%，消费税税率 9%。

要求：计算相关的增值税，消费税。并写出相应会计分录。

增值税=30×12×13%=46.8（万元）

消费税=30×12×9%=32.4（万元）

收入实现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406.8

贷：主营业务收入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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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6.8

计提消费税的会计分录：

借：税金及附加 32.4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32.4

（二）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账务处理

1.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不纳消费税。

2.用于其他方面：在移送使用时缴纳消费税。

3.计税基数：以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确定；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二、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核算

【提示】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的， 不属于直接出售，需按规定申报缴纳消费税，准予扣除受托方已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例题 1·单选题】（2020 年）关于消费税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于领用时纳税

B.委托方收回委托加工的已税消费品，以不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的，不再缴纳消费税

C.纳税人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当分别核算，分别适用税率

D.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从高适用税率计算消费税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的是应纳消费税的计算。选项 A，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需要缴

纳消费税；选项 C，纳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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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D，纳税人兼营不

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应分开核算，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三、金银首饰消费税的核算

（一）自购自销金银首饰应缴消费税的账务处理

1.一般金银首饰销售业务的核算

商业企业销售金银首饰的收入记入“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其应缴的消费税相应记入“税金及附加”科目。

2.以旧换新销售业务的核算

按实际收到的不含税价计算增值税、消费税。

借：原材料等（旧首饰的作价）

库存现金（加收的差价＋收取的增值税）

贷：主营业务收入（旧首饰作价＋加收的差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二）金银首饰的包装物缴纳消费税的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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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同金银首饰销售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①收入随销售商品一并记入“主营业务收入”，

②包装物收入应缴的消费税与金银首饰本身销售应缴的消费税应一并记入“税金及附加”。

2.随同金银首饰销售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①收入单独记入“其他业务收入”。

②包装物收入应缴的消费税应记入“税金及附加”。

（三）自购自用金银首饰应缴消费税

1.用于馈赠、赞助：记入“营业外支出”科目。

2.用于广告：记入“销售费用”科目。

3.用于职工福利、奖励：记入“税金及附加”科目。

【例题 1·简答题】某珠宝店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6 月将自产的金项链 150 克奖励优秀职工，成本为 15000

元，当月同样金项链的零售价格为 226 元／克。增值税税率为 13%，消费税税率为 5%。

【解析】

消费税＝226÷（1＋13%）×150×5%＝1500（元）

销项税＝226÷（1＋13%）×150×13%＝3900（元）

①确定收入

借：应付职工薪酬 339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900

②结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15000

贷：库存商品 15000

③相关的消费税

借：税金及附加 1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500

第三节 所得税会计核算

一、税会差异的类型

税会差异具体体现为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两类差异均会影响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其中永久性差异以后

期间不得调整，暂时性差异在以后期间可以调整。暂时性差异在会计核算中通过递延所得税项目核算。

【例题 1·简答题】 2021 年甲企业向贫困地区直接捐赠 20 万元现金，会计上计入营业外支出，除此之外的其他利

润总额为 520 万元，并且没有税会差异。

会计利润总额=520-20=500（万元）

因直接捐赠在企业所得税前无法扣除，

故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00+20=520（万元）

应纳税额=520×25%= 130（万元）

【例题 2•简答题】 2020 年 12 月甲企业购入生产设备 200 万元，会计上计入固定资产，按 5年平均计提折旧，该企

业选择在企业所得税前一次扣除。2021 年利润总额为 560 万元，除该项固定资产可能产生税会差异外，其他业务没

有税会差异。

会计利润总额=560（万元）

因取得该固定资产在企业所得税前一次性扣除，2021 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60-200+40=400（万元）

应纳税额=400×25%= 100（万元）

会计核算：

项目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递延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产 160 0 160*0.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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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确认该递延所得税负债：

借：所得税费用 4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40

借：所得税费用 1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00

二、“所得税费用”科目

1.核算企业根据会计准则确认的应从当期利润总额中扣除的所得税费用。

2.所得税费用=当期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3.期末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所得税费用”不一定等于“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如果存在暂时性差异，二者金额不等。

因暂时性差异“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与“所得税费用”的差额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两个科目

核算。

三、“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

1.税会差异

2.所得税费用与应交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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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简答题】假定某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2021 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 2325 万元。递延所得税资

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不存在期初余额。

2021 年发生的有关交易和事项中，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存在差别的有：

（1）1 月开始计提折旧的一项固定资产，成本为 1000 万元，使用年限为 10 年，净残值为 0，会计处理按双倍余

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税法按直线法计提折旧，假定税收法规规定的使用年限及净残值与会计规定相同。

（2）当年发生研发开发支出 500 万元，支出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3）违反环保规定应支付罚款 200 万元。

（4）期末对持有的存货计提了 50 万元的跌价准备。

（5）期末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00 万元，公允价值为 800 万元。

【分析 1】永久性差异：

（2）当年发生研发开发支出 500 万元，支出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会计上作为费用化扣除 500 万元，税法上扣除 875 万元（加计扣除 75%）。

发生永久性差异 375 万元。纳税调减。

（3）违反环保规定应支付罚款 200 万元。会计上作为营业外支出扣除 200 万元，税法上不允许扣除。

发生永久性差异 200 万元。纳税调增。

【暂时性差异】

（1）固定资产会计上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200 万元，而税法规定按直线法计提折旧 100 万元，产生暂时性

差异，当期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4）期末对持有的存货计提了 50 万元的跌价准备，税法规定不能税前扣除，当期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50 万元，同

时形成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

（5）期末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为 500 万元，公允价值为 800 万元。

期末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为 500 万元，公允价值为 800 万元，会计上确定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税法上不认

可，当期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300 万元，同时形成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150×25%=37.5（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300×25%=75（万元）。

递延所得税=（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75-0）

-（37.5-0）=37.5（万元）。

2021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2325+150-300-375+200=2000

应纳税额=2000×25%=500（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53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5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75

四、个人所得税会计核算

1.计提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2.缴纳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例题 1·单选题】林某为 C 公司经理，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6 月份税款为 260 元，公司代扣税款时应作如

下会计处理（ ）。

A.借：管理费用 260

贷：应付职工薪酬 260

B.借：营业外支出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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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260

C.借：所得税费用 260

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260

D.借：应付职工薪酬 260

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260

【答案】D

第四节 其他税种会计核算

【知识点 1】印花税的核算

1.由于印花税一般情况下是由纳税人以购买并一次贴足印花税票方式缴纳税款的，因此，为了简化处理，纳税人缴

纳的印花税可以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购买印花税票时，可以直接

借：税金及附加

贷：银行存款

2.采用按期汇总申报缴纳方式的印花税纳税人也可以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印花税”科目核算印花税企业按应计提

的印花税额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印花税

实际纳税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印花税

贷：银行存款

【知识点 2】土地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1.房地产开发企业计提土地增值税时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2.纳税人采取预售方式销售房地产的，对在项目全部竣工结算前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税务机关可以预征土地增

值税。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预缴的土地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待项目办理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若收到退回多缴的土地增值税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若补缴土地增值税，则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二）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于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转让的业务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等科目核算。按转让时应缴纳的土

地增值税额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知识点 3】契税的核算

1.纳税人购买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的同时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按应计提的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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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在建工程/固定资产

贷：应交税费—应交契税

纳税人可以不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契税”科目核算契税，这种情况下，企业实际缴纳契税时

借：在建工程/固定资产

贷：银行存款等

2.纳税人单独购买土地使用权，按应计提的契税

借：无形资产

贷：应交税费—应交契税

纳税人可以不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契税”科目核算契税，这种情况下，企业实际缴纳契税时

借：无形资产

贷：银行存款

【知识点 4】房产税的核算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房产税

【知识点 5】资源税的核算

1.直接销售应税产品应纳资源税的会计核算

纳税人计提资源税时

借： 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资源税

2.自产自用应税产品应纳资源税的会计核算

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产品，自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的，不缴纳资源税。

自用于其他方面的，视同销售，按规定计提资源税时，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资源税

【知识点 6】环境保护税的核算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环境保护税

【知识点 7】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核算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

【知识点 8】车船税的会计核算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

【知识点 9】车辆购置税的会计核算

1.纳税人可以不通过“应交税费—应交车辆购置税”科目核算车辆购置税。企业实际缴纳车辆购置税时，

借：固定资产

贷：银行存款

2.纳税人也可以通过“应交税费—应交车辆购置税”科目核算车辆购置税。

企业购置应税车辆或者免税、减税车辆因转让、改变用途等原因不再属于免税、减税范围的，按应计提或者补缴的

车辆购置税额

借：固定资产

贷：应交税费—应交车辆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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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单选题】企业按期计提车船税时，下列分录正确的是（ ）。（2018 年）

A.借：管理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车船税

B.借：固定资产

贷：应交税费—应交车船税

C.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车船税

D.借；应交税费—应交车船税

贷：银行存款

【答案】C

【解析】企业按规定计算应缴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借记“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费—

应交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科目。

【例题 2•多选题】企业经营活动缴纳的下列税款，计入“税金及附加”的有（ ）。（2016 年改）

A.消费税 B.增值税 C.资源税 D.城市维护建设税 E.契税

【答案】ACD

【解析】选项 B：不能计入税金及附加；选项 E：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中。

附加知识讲解：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一）权益法

A 企业投资 B企业 1000 万，持股比例为 20%，达到重大影响。2021 年 B 企业实现净利润 1000 万元，A企业应作会计

分录：

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000

贷：银行存款等 1000

确认投资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200

贷：投资收益 200

（二）成本法

A 企业投资 B企业 1000 万，持股比例为 60%，达到控制。2021 年 B 企业实现净利润 1000 万元，年底 B 企业股东大

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宣告分配现金股利 200 万元，A企业按持股比例确定可分回 120 万元。

A 企业应作会计分录：

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 1000

贷：银行存款等 1000

宣告分配现金股利时：

借：应收股利 120

贷：投资收益 120

第五节 涉税账务调整

【知识点 1】涉税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一、红字冲销法

就是先用红字冲销原错误的会计分录，再用蓝字重新编制正确的会计分录，重新登记账簿。

它适用于会计科目用错及会计科目正确但核算金额错误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在及时发现错误、没有影响后续核算的情况下多使用红字冲销法。

【例题 1·简答题】某税务师事务所对某商场 2021 年 6 月的业务进行纳税审查，其中发现一笔业务为销售商品一批，

价款 45200 元（含税），收妥货款存入银行，该批商品成本 30000 元，企业作如下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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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45200

贷：库存商品 30000

应收账款 15200

【解析】该账务处理错误，把两个本来不存在对应关系的账户错误使用，属于偷逃增值税行为，同时减少企业利润，

偷逃企业所得税。

应按照税收法规和财务制度将企业对外销售取得的收入按正常销售业务处理。使用红字冲销法调账如下：

①用红字冲销原账错误分录

借：银行存款 -45200

贷：库存商品 -30000

应收账款 -15200

②编制正确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45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200

同时，结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30000

贷：库存商品 30000

二、补充登记法

通过编制转账分录，将调整金额直接入账，以更正错账。它适用于漏计或错账所涉及的会计科目正确，但核算金额

小于应计金额的情况。

【例题 1•简答题】某税务师事务所审查某企业的纳税情况，发现该企业本月生产领用原材料 10000 元，实际登记为

1000 元，企业的会计处理为：

借：生产成本 1000

贷：原材料 1000

【解析】企业的此笔账务处理所涉及的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没有错误，但核算金额少记 9000 元，用补充登记法作调

账分录为：

借：生产成本 9000

贷：原材料 9000

三、综合账务调整法

将红字冲销法与补充登记法综合运用的账务调整方法。

一般适用于错用会计科目的情况：

例如会计分录借贷方，有一方会计科目用错，而另一方会计科目没有错的情况。

调整方法：正确的一方不调整，错误的一方用错误科目转账调整，使用正确科目及时调整。

如调账时涉及会计所得（已将当月收支转入损益），可以直接调整“本年利润”账户。

【例题 1·简答题】某企业将专项工程耗用材料列入管理费用 6000 元，如果是当月发现：

借：管理费用 6000

贷：原材料 6000

税务师认为，错用会计科目，按会计准则要求，专项工程耗用材料应列入“在建工程”。

调整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 6000

贷：管理费用 6000

如果是月后发现，而企业按月已将“管理费用”结转至“本年利润”，所以应通过“本年利润”科目进行调整。调

整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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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本年利润 6000

【例题 2•单选题】（2016 年）税务师在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时，发现企业当年度允许扣除的职工教育经费

金额为 12 万元，而企业实际发生并计入“管理费用—职工教育经费”的金额为 18 万元。对此项账务处理，税务师

应（ ）。

A.仅作纳税调整增加，不作账务调整 B.作纳税调整增加，并按红字冲销法调整账务

C.作纳税调整增加，并按补充登记法调整账务 D.作纳税调整增加，并按综合账务调整法调整账务

【答案】A

【解析】账务处理的调整要与会计原理相符合，即违反会计原则的错误分录，才需要调整；本题中，分录没错，只

是税会有差异，仅作纳税调整增加即可，无须账务调整。

【知识点 2】涉税账务调整的类型

根据错账发生的时间不同，可将错账分为当期发生的错账和以往年度发生的错漏账。

一、对当期错误会计账目的调整

【例题 1·简答题】某市稽查局 2021 年 12 月对辖区内的 A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 13%，按月结

账）2021 年度纳税情况进行检查。

经查发现，A公司 2021 年 7 月至 8 月间“其他应付款”科目存在异常，经过调取记账凭证进行检查发现有大量销售

款未按规定记入“主营业务收入”科目中，经逐项核对，发现“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有 3390 万元（含税）属于销售

款，并且此款项没有按规定进行纳税，该市稽查局限期 5 天补税。

A 公司 2021 年各月份均没有留抵税额。

经查实 A 公司已将对应的成本进行了结转，该公司应当如何进行调账，并计算应补缴税款（不考虑滞纳金及罚款、

地方教育附加）。

【解析】应补缴税款包括：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

应补缴增值税=3390/1.13×13%=390（万元）

应补缴城建税=390×7%=27.3（万元）

应补缴教育费附加=390×3%=11.7（万元）

应补缴企业所得税=（3390/1.13-27.3-11.7）×25%=740.25（万元）

调整分录：

借：本年利润 779.25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7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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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城建税 27.3

—应交教育费附加 11.7

借：其他应付款 3390

贷：本年利润 3000

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 390

借：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 39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390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740.25

—应交城建税 27.3

—应交教育费附加 11.7

—未交增值税 390

贷：银行存款 1169.25

二、对以前年度错误会计账目的调整

【例题1•简答题】某税务师事务所2021年4月对某公司2020年度纳税审查中，发现该公司多计提办公大楼折旧20000

元，应予以冲回。

调整分录：

【解析】

（1）冲回多计提办公大楼折旧

借：累计折旧 2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0000

（2）补所得税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5000

（3）结转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余额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50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5000

【例题 2•单选题】2014 年 1 月，税务师受托对某商业批发企业 2013 年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进行审核，发现该企业

销售商品的成本多结转 40000 元，若该企业 2013 年年度决算报表尚未编制，多转成本的调整分录为（ ）。（2014）

A.（1）

借：主营业务成本 40000（红字）

贷：库存商品 40000（红字）

（2）

借：本年利润 40000（红字）

贷：主营业务成本 40000（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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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0000（红字）

贷：库存商品 40000（红字）

C.

借：库存商品 4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40000

D.（1）

借：库存商品 4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0000

（2）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00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30000

【答案】A

【解析】如果在上一年度决算报表编制前发现的，对于影响利润的错账须一并调整“本年利润”科目核算的内容。

选项 A 的分录正确。

【例题 3•单选题】税务师在 2015 年 4 月对某公司 2014 年度纳税情况进行审核时，发现该公司多摊销了租赁办公室

的装修费 30000 元，若该公司 2014 年度决算报表已编制，对该项费用调整的会计分录为（ ）。（2015 年）

A. 借：长期待摊费用 30000

贷：管理费用 30000

B.借：长期待摊费用 3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0000

C.借：长期待摊费用 300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30000

D.借：长期待摊费用 30000

贷：本年利润 30000

【答案】B

【解析】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核算企业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以及本年度发现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涉

及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企业调整增加以前年度利润或减少以前年度亏损，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例题 4•单选题】税务师受托对某企业进行 2018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纳税审核时发现，该企业销售产品成本

多结转 2 万元。假定该企业 2018 年度决算报表已编制完成，对于此项多结转成本的正确账务调整是（ ）。（2019

年）

A.借：库存商品 20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20000

B.借：库存商品 20000

贷：本年利润 20000

C.借：库存商品 2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0000

D.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00

贷：本年利润 20000

【答案】C

【解析】该企业 2018 年度决算报表已编制完成，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进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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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能直接按审核出的错误金额调整利润的情况

【例题 1•简答题】税务师受托对某企业进行纳税审查， 发现该企业 2021 年 8 月将用于基建工程（职工食堂）领用

的生产用原材料 30000 元计入生产成本。

该批原材料于 6 月购入，由于当期期末既有期末在产品，也有生产完工产品，完工产品当月对外销售一部分，因此

多计入生产成本的 30000 元，已随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分别进入了生产成本、产成品、产品销售成本之中。

经核实，期末在产品成本为 150000 元，产成品成本为 150000 元，产品销售成本为 300000 元。

此时税务师应如何调账？

第 1 步：计算分摊率

分摊率＝审查出的错误额/（期末结存材料成本＋期末在产品结存成本＋期末产成品结存成本＋本期销售产品成本）

分摊率＝30000/（150000＋150000＋300000）＝0.05

注意：具体应用时，应根据错误发生的环节，相应选择某几个项目进行分摊，不涉及的项目不参加分摊。

第 2 步：计算各环节的分摊数额

1.在产品应分摊数额＝150000×0.05＝7500（元）

2.产成品应分摊数额＝150000×0.05＝7500（元）

3.本期产品销售成本应分摊数额＝300000×0.05＝15000（元）

4.应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30000×13%＝3900（元）

第 3 步：调整相关账户

（1）若审查期在当年

借：在建工程 33900

贷：生产成本 7500

库存商品 7500

本年利润 15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转出） 3900

（2）若审查期在以后年度：

借：在建工程 33900

贷：库存商品 7500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2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转出） 3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