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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增值税制

六、增值税的计税依据（重难点）

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销售额=全部价款+价外费用

【注意】

（1）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注明的金额是不含税价款。

（2）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为价税合计数需要换算（向消费者、使用单位、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一般应开具

普通发票）。

（3）价外费用--随货物收取的，与货物的销售密切联系。



①价外费用包括：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

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

收费。

【提示】价外费用视为含税收入。

【例-单选题】某广告设计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 3 月承接一项广告业务，收取不含增值税设计费

80000 元，同时收取含增值税的广告发布手续费 10000 元。该项行为销项税额为（ ）元。

A.5132.08

B.4800

C.5366.04

D.6280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算。提供应税服务，按照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销售额

是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所以销项税额=80000×6％+10000÷（1+6％）×6％

=5366.04（元）。

②价外费用不包括：

A.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B.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垫运输费用：①承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开具给购买方的；②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

交给购买方的。

C.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①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

基金，由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②收取时开具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③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

D.销售货物的同时代办保险等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以及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车辆牌照费。

（1）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

1）价款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价款为销售额征收增值税。

2）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

减除。

【例-单选题】某商场（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 13%）2020 年 4 月采取折扣方式销售彩电，专用发票上注明货

款为 30 000 元，“备注”栏注明折扣额为 2000 元，则该商店当月应纳的增值税为（ ）元。

A.3 900

B.11 624

C.9 750

D.9 444

网校答案：A

网校解析：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

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因此该商场当月应纳的增值税

=30000×13%=3900（元）。

（2）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不得扣减旧货收购价格（金

银首饰以旧换新除外，应以销售方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价款征收增值税）。

【例-单选题】某商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月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液晶电视 50 台，每台零售价 3000 元，

另支付顾客每台旧电视收购款 400 元。则该商场的销售行为应征增值税，其增值税销项税额应是（ ）元。

A.46 000

B.17256.64



C.20 000

D.12 564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一方面，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不得扣减旧货收购

价格；另一方面，题中已知 3000 元为零售价，即意味着是含增值税的价格，所以要进行不含税的换算。因此，

增值税销项税额=3000×50/（1+13%）×13%=17256.64（元）

（3）纳税人采取还本销售货物的，不得从销售额中扣减还本支出。

（4）纳税人采取以物易物方式，双方均作购销处理。以各自发出的货物核算销售额并计算销项税额，以各自

收到的货物核算购货额并计算进项税额。

【例-多选题】甲企业销售给乙企业一批货物，约定在当月支付货款，至月底乙企业因资金紧张无法支付，经

双方协商，乙企业用自产的产品抵顶货款，则下列税务处理中，错误的有（ ）。

A.甲企业应作购销处理，核算销售额和购进额，并计算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

B.乙企业应作购销处理，核算销售额和购进额，并计算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

C.甲企业收到乙企业的抵顶货物不应作购货处理

D.乙企业发出抵顶货款的货物不应作销售处理，不应计算销项税额

E.甲、乙双方发出货物都作销售处理，但收到货物所含增值税额一律不能计入进项税额

网校答案：CDE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增值税的计税依据。采取以物易物销售方式的，双方均作购销处理，以各自发出的货物

核算销售额并计算销项税额，以各自收到的货物核算购货额并计算进项税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