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知识点 1】增值税

11.【简答题】（2022 年）某企业系小规模纳税人，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其经营业务取得收入包含货

物销售和本地不动产出租两类。

（1）简述 2022 年开展的业务，在增值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附加等税费的优惠

规定。

【答案】

①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销售货物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本地不动产出租适用 5%征收

率征收增值税。

该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

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5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不动产取得的销

售额免征增值税；

2022 年 4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货物销售享受免征增值税；出租不动产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季

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提示】若问及 2023 年的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则答复如下：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按

季纳税，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免征增值税。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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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 1%征收

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②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

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

（2）假设 2022 年该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简述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享受的优惠政策。

【答案】2022 年企业所得税享受的优惠政策：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12.【综合题】（2022 年）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简称 4S 店）成立于 2011 年 6 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涉及

整车配件维修信息服务于一体的 4S 店，2021 年有关涉税资料如下：

（1）主营业务收入（贷方）发生额合计 11700 万元。其中，汽车及配件销售收入 10200 万元，修理业务收

入 1500 万元。 汇总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3221 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汽车及配件 10200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修理 1500 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521 万元

（2）其他业务收入科目贷方金额合计 576.3 万元。明细账反映企业当年的其他业务收入——仓储服务费，共

计 576.3 万元，摘要为收取汽车生产厂家仓储服务费（为主）。

按照与汽车生产厂家进货协议，当年销售品牌车辆达到规定标准允许按一定销售品牌数量向汽车生产厂家收

取 1.02 万元/辆的仓储服务费。

当年企业累计销售品牌汽车 565 辆向汽车生产厂家开具收款收据，收取仓储服务费 576.3 万元。

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576.3 万元

贷：其他业务收入——仓储服务费 576.3 万元

（3）营业外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合计 208.27 万元。其中，下角废料销售收入 36.27 万元；代办车辆保险，

按保险收入 15%比例返还的手续费 120 万元；收取生产厂家住店直销场地租赁费 2万元；纳税大户地方财政奖



励 50 万元。以上各项收入均未计提销项税额。 汇总会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208.27 万元

贷：营业外收入——下角废料销售 36.27 万元

——保险手续费 120 万元

——场地租赁 2 万元

——财政奖励 50 万元

（4）4S 店代理车辆保险业务相关业务流程如下：4S 店考虑保险公司保费、手续费返还因素，在代收车辆保

险费时，给予扣除投保客户 10%保费的折扣优惠，并将折扣后的代收保费出具收款收据。

4S 店按保险公司的保费标准全额缴纳保费，将从保险公司取得的保费发票转交给投保客户，代收保费与缴纳

保险的差额计入其他业务支出。

相关业务的汇总会计处理如下：

①向扣除投保客户代收保费：

借：银行存款 720 万

贷：其他应付款——代收车辆保费 720 万

②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

借：其他业务支出 80 万

其他应付款——代收车辆保费 720 万

贷：银行存款 800 万

（5）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借方发生额 9345 万元，分别为汽车及配件销售成本 8400 万元、修理业务成本 675 万

元和返还 270 万元。

经核实，主营业务成本返还确认该 4S 店为促进汽车销售，按汽车生产厂家限制的最低销售价格向购车客户收

款和开具机动车发票后给予客户的差价返还，差价返还的品种为购车单位出具的收款收据或购车个人出具带

有身份证号的收条。

汇总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车辆销售 8400 万元

——返还 270 万元

——修理 675 万元

贷：库存商品 9075 万元

银行存款 270 万元

（6）营业外支出科目借方发生合计 11.2 万元。其中以前年度因违反汽车供应商定价政策，擅自降价销售被

汽车生产厂家处以罚款 10 万元。

销售人员私自驾驶购入汽车外出办事造成交通事故被交管部门处以违章罚款 0.2 万元。公司代当事人现金赔

偿公司车辆损失 1万元。

下述计算结果均以万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

（1）要求 1：根据业务 1到 6的先后顺序判断相关业务是否涉及增值税处理。若涉及增值税并处理不准确的，

请列示正确的增值税处理，并计算相应的金额。

【答案】（1）业务（1）涉及增值税处理，处理正确。

（2）业务（2）涉及增值税处理，处理不正确。

向汽车生产厂家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的各种返利收入，按照平销返利进行处理，应冲减当期增

值税进项税额。金额为 576.3÷1.13×13%=66.3（万元）。

（3）业务（3）涉及增值税处理，处理不正确。

下角废料销售收入、返还的保险手续费、场地租赁费均需要计提并缴纳增值税。

金额为：36.27÷1.13×13%+120÷1.06×6%+2÷1.09×9%=11.13（万元）。

（4）业务（4）不涉及增值税处理。

【提示】代收保费，由保险公司开具发票并转交给投保客户，不作为价外费用纳税。业务流程相当于代收 720

万元保费，给保险公司 800 万元，保险公司按 800 万元开具发票给客户，同时给 4S 店 120 万元手续费，手续

费确认其他业务收入纳税，800 万元和 720 万元之间的差额作为其他业务支出。

（5）业务（5）不涉及增值税处理。



【提示】该差价返还是支付给客户的。4S 店先按厂家限制的最低销售价格收款和开具发票（金额较高），之后

再返现，该返现金额不涉及增值税问题。

（6）业务 6 不涉及增值税处理。

（2）要求 2：上述业务中在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哪些项目应进行纳税调整，并简述纳税调整的理

由。

【答案】业务 2，冲减进项税额后影响会计损益，进一步影响应纳税所得额，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业务 3，确认销项税额影响营业外收入金额，进一步影响应纳税所得额，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业务 6，违章罚款 0.2 万元，属于行政性罚款，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需要进行纳税调增处理。公司代当

事人现金赔偿公司车辆损失 1 万元，应向责任人收取，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需要做纳税调增处理。

（3）要求 3：上述业务中账务处理不正确的，按当年度发生错账作出调整分录。

【答案】业务 2：

借：其他业务收入——仓储服务费 576.3 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66.3 万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 510 万元

业务 3：

借：营业外收入——下角废料销售 36.27 万元

——保险手续费 120 万元

——场地租赁 2万元

贷：其他业务收入——下角废料销售 32.10 万元

——保险手续费 113.21 万元

——场地租赁 1.83 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13 万元

业务 6：

借：其他应收款 1万元

贷：营业外支出 1万元

13.【综合题】（2022 年）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营木材木器加工、制造，主要产品包括实木家具、

实木地板、各类木质板材等。所有产品适用 13%增值税税率。实木地板的消费税税率为 5%。

2022 年 1 月部分生产经营信息如下，请根据所列信息按要求解答相关问题。需要计算的，列出计算过程（算

式），金额单位为万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资料 1，从某林厂采购一批原木，取得林场开具的原木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买价为 500 万元，采购生产用锯条、

钉子、油漆等原材料，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 30 万元；

支付以上采购业务的运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 8万元，支付以上采购货物的装卸费

2 万元，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租入一栋房产用于销售部办公，支付该房产租金取得出租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 22 万

元。

除装卸费以外，以上票据均合规并已在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用途确认，所采购原木和锯条、钉子、

油漆等原材料截止月末尚未领用。

资料 2，直接收款方式销售实木家具一批，收到销售货款 140 万元。

委托代销方式销售家具，本月发出家具一批，合同约定售价为 50 万元，截至月末尚未开具发票。

资料 3，采用赊销方式销售实木地板一批，货款金额为 150 万元，合同约定收款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 日，实

木地板已发出，款项尚未收到，发票亦未开具。

甲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采用赊销方式销售实木地板一批，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0 日，货款金

额为 9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 月末款项尚未收到，发票亦未开具。

以上金额均为价税合计数。

资料 4，受托为客户乙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加工实木地板一批，已知甲公司未销售过相同型号的实木地

板，乙公司提供的原木板材价格为 20 万元，甲公司收取的加工费为 8 万元。

该地板于当月完工全部交付乙公司。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价。



资料 5，生产车间和职工食堂装修领用自产的实木地板，按照当月相同型号实木地板的不含税销售价格计算，

生产车间领用的为 12 万元和职工食堂领用的为 6 万元。

资料 6，假定甲公司 2019 年 3 月期末留抵税额为 11 万元，2022 年 1 月份期初留抵税额 20 万元。甲公司不属

于先进制造业，在小微企业和制造业加大留抵退税力度的政策（以下简称留抵退税新政）尚未施行的情况下，

假如甲公司符合退还增量留抵退税的全部条件，进项构成比例为 55%。

资料 7，甲公司因业务开展需要接受劳务派遣，假设总支出为 90 万元，其中派遣人员的工资、社保费 80 万元。

劳务派遣公司 X（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服务及管理费 10 万元。

以上支出有两种模式，一是甲公司自行向劳务派遣人员支付工资和社保费，向 X 公司支付服务及管理费；二

是甲公司将以上费用全部支付给 X 公司，X 公司选择差额纳税，以上金额均为价税合计数。

要求：

（1）根据资料 1，请计算甲公司申报缴纳 1 月份增值税时，对以上采购业务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答案】资料 1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500×9%＋30＋8＋22＝105（万元）

【提示】由于尚未生产领用，农产品不得加计抵扣 1%。

（2）根据资料 2，请计算甲公司申报缴纳 1 月份增值税时，以上交易事项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答案】资料 2 销项税额＝140÷（1＋13%）×13%＝16.11（万元）

（3）根据资料 3，请计算甲公司申报缴纳 1 月份增值税和消费税时，以上交易事项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消费

税额。

【答案】资料 3 销项税额＝0

资料 3 应纳消费税＝0

【提示】采用赊销方式销售，增值税及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两项赊销

合同约定收款日期都不是 2022 年 1 月，故当月无需纳税。

（4）根据资料 4，请计算甲公司申报缴纳 1 月份增值税时，以上交易事项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答案】资料 4 销项税额＝8×13%＝1.04（万元）

（5）根据资料 4，请计算甲公司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额。

【答案】资料 4 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20＋8）÷（1－5%）×5%＝1.47（万元）

（6）根据资料 5，请计算甲公司申报缴纳 1 月份增值税和消费税时，以上交易事项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消费

税额。

【答案】资料 5 销项税额＝6×13%＝0.78（万元）

资料 5 应纳消费税＝（12＋6）×5%＝0.9（万元）

（7）根据资料 6，请计算甲公司 2022 年 1 月期末留抵税额。

【答案】当期应纳税额＝（16.11＋1.04＋0.78－105）－20＝－107.07（万元）

2022 年 1 月期末留抵税额为 107.07 万元。

（8）根据资料 6，请计算甲公司 2022 年 1 月的增量留抵税额。

【答案】2022 年 1 月的增量留抵税额＝107.07－11＝96.07（万元）

（9）根据资料 6，根据以上信息，甲公司 2022 年 1 月份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为多少？

【答案】2022 年 1 月份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96.07×55%×60%＝31.70（万元）

【提示】根据资料 6 的已知条件，甲公司符合一般企业退还留抵退税条件，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

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10）根据资料 6，请问 2022 年 3 月颁布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和甲公司原来享受的留抵退税政策，主要变

化是什么？请说出其中两项。

【答案】主要变化：①留抵退税的条件由 5 条变为 4 条。不再要求连续 6个月的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 0 且第

6 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

②留抵退税新政在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同时可以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③留抵税额退税的比例由 60%调整为 100%。

（11）根据资料 7，请计算以上两种模式下，甲公司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分别是多少？

【答案】模式一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10÷（1＋6%）×6%＝0.57（万元）

模式二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90－80）÷（1＋5%）×5%＝0.4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