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知识点 1】增值税

8.【综合题】(2019 年）

一、基本情况

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营果汁饮料生产销售。未实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

除办法。

2021 年 6 月“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各栏合计数为：销项税额 122200 元；进项税额 33215 元；进项税额

转出 3900 元，转出未交增值税 92885 元。该公司销售产品和包装物的增值税税率：2018 年 5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31 日为 16％；2019 年 4 月 1日起为 13％。

二、审核获取的资料

税务师受托审核该公司 2021 年 6 月的增值税相关情况，发现如下一些业务：

1.与某商场结算 6月份代销的果汁饮料，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货款。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1017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9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700

后附原始凭证：

（1）商场代销果汁结算清单 1 份：代理果汁价税合计收入 113000 元，商场代销手续费 11300 元，实收 101700

元；

（2）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 1 份：金额为 90000 元；税额为 11700 元；

（3）银行进账单 1 份：金额为 101700 元。

2.购置临街商铺作为零售门市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账务处理：

借：固定资产——商铺 10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0000

贷：银行存款 1040000

后附原始凭证：

（1）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 1份（抵扣联另存）：金额为 1000000 元，税率为***，税额为 10000 元，备注

栏注明“差额征税”；

（2）契税完税凭证 1 份：金额为 30000 元；

（3）银行付款凭证回执 2 份，金额分别为 1010000 元和 30000 元。

3.向林场购进苹果，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账务处理：

借：原材料——苹果 108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2000

贷：银行存款 120000

后附原始凭证：

（1）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联 1 份，数量为 25 吨，金额为 120000 元，税率为免税；

（2）银行付款凭证回执 1 份：金额为 120000 元；

（3）入库单 1 份：苹果入库 25 吨。

注：根据仓库记录，苹果的期初余额 0 吨；入库 25 吨；生产领用 20 吨。

4.包装物被市场监督部门没收。账务处理：

借：营业外支出 33900

贷：周转材料——包装物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3900

后附原始凭证：

（1）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处理决定书 1 份：饮料包装瓶塑化剂超标，予以没收；

（2）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收据 1 份：饮料包装瓶 1 批，金额 30000 元。

经核查，该批饮料包装瓶于 2019 年 2 月购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 30000 元，税额为 4800 元。进

项税额已于 2019 年 2 月申报抵扣。



5.销售人员报销差旅费，账务处理（汇总）：

借：销售费用 1664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35

贷：库存现金 17980

后附原始凭证：

（1）住宿费增值税专用发票 10 份：合计金额 8000 元，税额 480 元；

（2）注明本公司销售人员信息的国内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4 份：合计金额 7000 元；

（3）注明本公司销售人员信息的国内公路客票 12 份：合计金额 2500 元。

6.除上述审核业务外，该企业还购进调味品等原材料，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 76000 元，税额 9880

元。

当月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登录发票平台选择、确认。

问题：

（1）根据上述材料，对公司处理不符合现行增值税政策的，请逐项指出错误之处。

（2）分别计算确认该公司 2021 年 6 月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及应纳增值税额。请列出计算

过程，金额单位为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填写该公司 2021 年 6 月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摘要）中的税额。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摘要） 单位：元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税额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6

续表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税额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8a

其他 8b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 9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 10

（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 11

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12

二、进项税额转出额

栏目 栏次 税额

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 13

其中：免税项目用 14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15

非正常损失 16

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 17

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18

纳税检查调减进项税额 19

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额 20

上期留抵税额抵减欠税 21



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22

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额 23a

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 23b

【提示】

进项税组成：

33215=10000+12000+1335+9880

进项税转出：

3900

【解析】（1）错误之处：

①代销手续费直接冲抵代销收入不符合规定，少确认销项税额。

②取得的专票存在问题：

购入不动产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栏填写有误，未注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企业处理

有误。

③购入苹果进项税额计算抵扣错误。购入时不得加计抵扣，生产领用时可以加扣 1％。

④没收包装物进项税额转出适用税率错误。

⑤差旅费进项税额抵扣错误。

（2）当期销项税额＝122200－11700+113000÷（1+13％）×13％＝123500（元）

当期进项税额＝120000×9％+120000÷25×20×1％+480+7000÷（1+9％）×9％+2500÷（1+3％）×3％+9880

＝22770.8（元）

【提示】代销手续费未取得专用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4800＝4800（元）

应纳增值税＝123500－（22770.8－4800）＝105529.2（元）

（3）《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摘要） 单位：元

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税额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 10360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10360（480+9880）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3

续表

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税额

（二）其他扣税凭证 4 12410.8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6 10800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8a 960

其他 8b 650.8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 9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

服务扣税凭证

10 650.8

（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 11

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12 22770.8

二、进项税额转出额

栏目 栏次 税额



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 13 4800

其中：免税项目用 14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15

非正常损失 16 4800

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 17

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18

纳税检查调减进项税额 19

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新 20

上期留抵税版抵减欠税 21

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22

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额 23a

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 23b

9.综合分析题 (2020 年改）甲公司 2019 年 6 月成立，位于 A 市城区，主营装饰服务和设计服务（包括平面设

计、广告设计和创意策划），2019 年 7 月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某税务师事务所为甲公司提供常年税务顾

问服务。

2020 年 8 月，甲公司财务人员就以下交易事项，咨询有关税务处理问题。 请逐一回答下列问题，需计算的，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金额单位为元。

资料一： 甲司 2019 年度各月份装饰服务和设计服务销售额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为万元）

月份（2019）年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装饰服务 0 36 28 30 40 46 58 238

设计服务 0 35 30 35 41 55 62 258

合计 0 71 58 65 81 101 120 496

资料二：甲公司 2020 年 7 月共发生两项装饰服务(开工和完工日期均在 7 月）一项在本市，实现销售额 128000

元（不含税），一项在邻省 B 市，实现销售额 400000 元（不含税）。

上述款项均已收到。已知两项业务既非甲供工程、亦非清包方式，甲公司也未将上述工程对外分包。7 月份，

甲公司无其他应税行为。

资料三：甲公司 2020 年 7 月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增值税额合计 12860 元（均已在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

平台完成用途确认），其中包括一张为本公司工人在 B 市施工期间住宿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4000 元、

增值税税额 120 元。

另外 7 月份本公司员工往返 A、B市的交通支出，共有 10 张火车票（均注明本公司员工身份信息），票面金额

合计 1360 元。

（1）根据资料一，请问甲公司 2019 年度能否适用加计抵减 10％的政策？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甲公司如果适

用该政策，应向税务机关提供什么资料？最早可在何时提供该资料？

（2）根据资料二，请问甲公司对两项装饰服务是否可选择简易计税？为什么？甲公司需要在 B 市预缴多少增

值税（请列式计算）？在 B市的装饰服务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有什么特殊要求？

（3）根据资料三，请问本公司工人住宿费的进项税额是否可以抵扣？火车票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多少（请列

式计算）？已知甲公司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则甲公司 7 月份在 A 市实际应缴纳增值税额多少（请列式计算）？

（4）甲公司 2020 年 8 月向境外某公司支付一项设计服务费，合同约定含税价款折合人民币 50 万元，已知该

境外公司在境内没有经营机构，甲公司应扣缴增值税多少（请列式计算）？ 该扣缴税额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

凭证是什么？进项税额抵扣应留存什么资料？

（5）甲公司 2020 年 8 月份采购项目较多，如果留抵税额超过 50 万元，是否可以适用留抵税额退税政策？

（6）甲公司 2021 年度能否继续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答案 1】①甲公司 2019 年度符合加计抵减政策。

依据：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 10％的政策。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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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

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甲公司主营设计服务属于现代服务，6 月－8 月份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350000＋300000）÷

（710000＋580000）×100％＝50.39％，超过 50％。所以甲公司 2019 年度可以适用加计抵减 10％的政策。

②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务

局（或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甲公司应向税务机关提供《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提供的时间：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

【答案 2】①甲公司提供的两项装饰服务不可以采用简易计税。

理由：两项建筑服务的开工日期均在 2020 年 7 月，且并非甲供工程或清包工，所以不适用简易计税。

②甲公司需要在 B市预缴增值税＝400000×2％＝8000（元）

③甲公司在 B 市开具装饰服务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

名称。

【答案 3】①甲公司工人住宿费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②火车票进项税额抵扣税额＝1360÷（1＋9％）×9％＝112.29（元）

③可抵扣的进项税额＝12860＋112.29＝12972.29（元）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12972.29×10％＝1297.23（元）

抵减前应纳增值税＝128000×9％＋400000×9％－12972.29＝34547.71（元）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大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额从抵减前的应纳税

额中抵减。

甲公司 7月份在 A市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34547.71－1297.23－8000＝25250.48（元）

【答案 4】①甲公司应扣缴的增值税金额＝500000÷（1＋6％）×6％＝28301.89（元）

②自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境内的不动产，从税务机关或者代扣代缴义务人取得

的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甲公司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是从税务机关取得的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

③纳税人凭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的，应当具备书面合同、付款证明和境外单位的对账单或者发票。

【答案 5】不可以。

甲企业 2020 年 7 月份无留抵税额，不满足连续 6 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 2 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

的条件，所以甲公司 8月份不适用留抵税额退税政策。

【答案 6】计算 2020 年设计服务年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例是否超过 50％。超过 50%，2021 年则可以继续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10.【综合题】 (2021 年改）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营客货运输服务、仓储服务和收派服务，兼营旅

游服务。

请根据所列信息解答相关问题，涉及计算的列明计算过程，金额单位为万元，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资料 1.2021 年所有服务项目销售额以及享受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如下表所示：

服务类别 交通运输 现代服务

（生产性服务）

生活服务

具体服务项目 客运 货运 仓储 收派 旅游

不含税销售额 720 790 460 950 430

其中免征增值税的金额 350 0 0 300

其中旅游服务采用差额计税方法时，可以扣除的支付给其他单位的住宿费、餐饮费以及其他旅游企业的旅游

费用等合计金额为 310 万元。

资料 2，2022 年 1 月，相关服务项目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服务项目 客运 货运 仓储 收派 旅游

收入额（含税） 55 65 34 66 40

其中可以免征增值税的金额 20 0 0 0 0



其中旅游服务采用差额计税方法时，可以扣除的支付给其他单位的住宿费、餐饮费以及其他旅游企业的旅游

费用等合计金额为 28 万元。已知 2022 年 1 月共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 12 万元，相关采购

支出无法划分具体用途，但确定与旅游服务无关。

甲公司对按政策规定可以选择使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均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旅游服务采用差额征税方法；

2022 年 1 月份期初无留抵税额和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

（1）要求 1，根据资料 1，甲公司 2021 年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取得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

例是多少?甲公司 2022 年度是否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进项税额优惠？可以享受的比例是多少?

（2）要求 2，根据资料 2，甲公司 2022 年 1 季度客运服务部分免征增值税，政策依据是什么？

（3）要求 3，根据资料 2，甲公司在按照规定享受免税待遇和加计抵减的情况下，2022 年 1 月应缴纳的增值

税是多少？

（4）要求 4，根据资料 2，甲公司享受免税和放弃免税在发票开具方面有哪些不同？

【答案 1】甲公司 2021 年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取得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例

=（460+950+430-310）÷（720+790+460+950+430-310）×100%=50.33%

甲公司 2021 年生活性服务业取得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例=（430-310）÷（720+790+460+950+430-310）

×100%=3.95%

甲公司 2021 年度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加计抵减的比例是 10%。

【提示 1】纳税申报销售额包括一般计税方法销售额，简易计税方法销售额，免税销售额，税务机关代开发票

销售额，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即征即退项目销售额。适用增值税差额征收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

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提示 2】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或单纯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

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提示 3】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

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答案 2】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

【答案 3】一般计税方法销售额（不含旅游服务）=（55-20+65）÷（1+9%）=91.74（万元）

简易计税方法销售额=（34+66）÷（1+3%）=97.09（万元）

简易计税销售额+免税销售额=97.09+20=117.09（万元）

全部的销售额（不含旅游服务）=91.74+117.09=208.83（万元）

不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额+免征增值税项

目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12×117.09÷208.83=6.73（万元）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12-6.73=5.27（万元）

当期计提的加计抵减额=5.27×10%=0.53（万元）

2022 年 1 月应缴纳的增值税=91.74×9%+（40-28）÷1.06*6%-5.27-0.53+97.09*3%=6.05（万元）

【答案 4】享受免税，除另有规定外，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放弃免税，全部增值税应税行为均应按照适

用税率或征收率交税，并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