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纳税检查 

 

【大纲要求】 

了解纳税检查的基本概念、必要性和范围， 

理解纳税检查的方法，熟悉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检查方法， 

掌握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熟悉增值税会计科目的设置， 

掌握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的检查方法与账务调整、纳税检查的要素 

 

【考情分析】 

历年考试时单选、多选以及案例分析题都会涉及到本章的内容，分数一般在 20 分左右。 

本章为财政税收的重点章节，主要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检查，本章需要借助一定的会计基础

知识来学习，看似复杂，实则简单，基本理论都是前面所学过的，会计账务的处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单选 多选 案例分析题 合计 

6 题 6 分 2 题 4 分 5 题 10 分 13 题 20 分 

 

第一节  纳税检查概述 

 

【知识点】纳税检查概述 

一、纳税检查的要素 

纳税检查的要素 具体内容 

主体 税务机关 

客体 纳税义务人，还包括代扣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 

对象 纳税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和各种应税行为 

范围 

（1）查账权：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 

（2）场地检查权：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和货物存放地检查，但不得进入

纳税人生活区进行 

检查 

（3）责成提供相关资料 

（4）询问权 

（5）在交通要道和邮政企业的查证权 

（6）查询存款账户权：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

检查存款帐户许可证明，方可查询 

依据 依据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规和税收法规。三者冲突时，以税收法规为准 

 

二、纳税检查的必要性 

1.纳税检查是行使财政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 

2.纳税检查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客观要求。 

3.纳税检查是搞好征管工作的有力保证。 

 

三、纳税检查的方法 

分类标准 分类结果 解释 



按照查账的顺序 
顺查法 凭证——账簿——报表——纳税情况 

逆查法 报表——账簿——凭证 

按照检查的范围、内容、

数量和查账粗细的不同 

详查法 
适用于会计核算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比较混乱、经济业务比较

简单的企业，在立案侦查经济案件时也会采用 

抽查法 抽查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确定抽查对象 

按照与检查资料之间的相

互关系 

联系查法 
账证之间、账账之间、账表之间，联系查法分为账内联系法和账

外联系法 

侧面查法 根据平时掌握的征管、信访资料，对有关账簿记录进行核查 

分析法：仅能揭露事物内部

的矛盾，不宜作为查账定案

的依据 

比较分析法 
同企业的有关历史资料、计划指标或同类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

静态和动态对比 

推理分析法 
一般应用于企业资产变动与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变动平衡关系的

分析 

控制分析法 一般运用于对生产企业的投入与产出、耗用与补偿的控制分析 

盘存法：对货币资金、存货和其他物资等实物资产进行实地盘存，查证实物的数量、品种、规格、金额等实

际状况，对照账面余额，来推算生产经营成本及推算生产经营收入是否正确 

 

四、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检查 

（一）会计凭证的检查 

会计凭证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凭证检查的具体内容如表。 

凭证 类型 具体内容 检查事项 

原始凭证的检

查 
外来原始凭证 

汇款单、运费发票、进

货发票、进账单等 

审查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手续是否

完备；对多联式发票，要注意是否系报销联，防

止用其他联作报销 

原始凭证的检

查 
自制原始凭证 

对外自制凭证包括实

物收据、现金收据等； 

对内自制凭证有差旅

费报销单、收料单、领

料单、支出证明单、成

本计算单等 

（1）内容是否真实，处理是否合规； 

（2）检查凭证的种类、格式、使用是否符合有关

主管机关和财务制度的规定，审批手续是否齐

全； 

（3）手续是否完备，附件是否齐全； 

（4）报销金额是否遵守制度规定的开支标准和

开支范围 

记账凭证 

（1）会计记录所反映的经济内容是否完整，处理是否及时； 

（2）会计科目及其对应关系是否正确； 

（3）记账凭证是否附有原始凭证，两者的内容是否一致 

 

（二）账簿的检查 

账簿类型 检查事项 

总分类账 账账关系、账表关系、纵向关系、横向关系等，从总账中发现的问题只能作为查账的线索 



明细分类账 
与总分类账进行相互核对；审查账户余额的借贷方向；账实相符的检查；上下结算期之间

相互核对 

序时账 
审查账面出现的异常情况；审查银行存款收支业务；审查账簿的真实性；审查借贷发生额

的对应账户 

 

（三）会计报表的检查 

类型 具体内容 

资产负债表 应收、预付、应付、预收等账款，各项存货、递延资产、固定资产等项目的审查 

损益表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营业费用（销售费用） 

 

五、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调账方法 具体操作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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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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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字冲销法 
用红字冲销原错误的会计分录，再用

蓝字重新编制分录，登记账簿 

适用于会计科目用错及会计科目正确但核算金

额大于应计金额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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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示】钱写多了红字登记，钱写少了补充登记。 

【例题】在对某企业的纳税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将生产领用的原材料 1000 元误记为 10000 元，企业账务处

理： 

借：生产成本    10000 

    贷：原材料       10000 

解析：此笔账务处理属于会计科目运用正确，但金额错误，多记 90000 元。应做的账务调整： 

借：生产成本    9000 

    贷：原材料      9000 

 

【例题】在对某企业进行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当期应摊销无形资产 5000 元，企业实际摊销 4500 元，少摊销 500

元。企业的账务处理： 

借：管理费用     4500 

    贷：累计摊销    4500 

解析：此笔账务处理所涉及的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正确，但核算金额少计 500 元，用补充登记法做调账分录： 

借：管理费用     500 

    贷：累计摊销    500 

 

——续表 

调账方法 具体操作 适用对象 

综合账务调整

法 

（1）将红字冲销法与补充登记法综合加以运用； 

（2）如果涉及会计所得， 

① 当月发现错误，可以直接调整损益类科目 

② 当年月度结算后发现错误，可以直接调整“本年利润”账户 

它一般适用于错用会

计科目这种情况，主要

用于所得税纳税审查

后的调整 



③ 年度决算后发现错误，对于影响上年度的所得可以直接调整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户； 

综合账务调整

法 

（3）一般运用于会计分录借贷方，有一方会计科目用错，而另一

方会计科目没有错的情况；正确的一方不调整，错误的一方用错

误科目转账调整，使用正确科目时及时调整 

 

 

【小提示】涉及损益科目调整，当期直接改，期末结账后调整“本年利润”，以后年度发现调整“以前年度损

益调整”。 

【例题】在检查某企业时发现企业当期有一笔“实际支付职工福利 80000 元”的账务处理，借方记入了销售

费用之中 

（应为应付职工薪酬），企业账务处理： 

借：销售费用     80000 

    贷：银行存款     80000 

 

解析：此笔账务处理所涉及的会计科目的借方错误，应记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账务调整如下： 

借：应付职工薪酬      80000 

    贷：销售费用          80000 

如上例为月度结算后发现，调账分录： 

借：应付职工薪酬      80000 

    贷：本年利润          80000 

如上例为年度决算后发现，调账分录：  

借：应付职工薪酬      8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8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