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涉税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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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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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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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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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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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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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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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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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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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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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1·简答题】假定某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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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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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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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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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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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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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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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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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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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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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环境保护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车船税的核算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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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