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一般纳税人纳税审核与纳税申报代理 

（二）价外费用是否并入应税销售额  

销售额的一般规定：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含销项税额。  

价外费用不包括以下项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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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代为收取并符合三项条件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1）依法批准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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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代委托方收取的款项——未形成纳税人的收入  

（1）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2）纳税人销售货物的同时代办保险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以及从事汽车销售的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

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牌照费；  

（3）航空运输企业的销售额，不包括代收的机场建设费和代售其他航空运输企业客票而代收转付的价款。  

4.价外费用的判断  

  问题：收取违约金是否开具发票？  

（1）谁收取的——销售方或劳务、服务提供方收取的；  

（2）收取的原因——是否发生了流转税的应税行为；  

（3）是否属于价外费用的排除事项。  

【注意】价格是否含税的理解：  

（1）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格是不含增值税的；  

（2）普票的价格往往是含税的；  

（3）一般纳税人的销售价格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则是不含税的；  

（4）零售价格，如果没有特别指明，一般是含税的；  

（5）价外费用的价格是含税的；  

（6）隐瞒的收入是含增值税的。  

【注意 2】企业销售残次品（废品）、半残品、副产品和下脚料、边角料等取得的收入应并入应税销售额。 

 

【例题·多选题】增值税的销售额包括价款和价外费用，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收取的下列款项不属于价外费

用的有（  ）。  

A.赔偿金  

B.延期付款利息  

C.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D.纳税人销售货物的同时代办保险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  

E.从事汽车销售的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答案：CDE  

 

【例题·简答题】在审查有关账目时，发现每个季度末“财务费用”借方都有一笔红字冲转，经调查核实，

该公司 2023年 4～12月份向各地销售电子设备，部分购买方没有及时付款，ABC公司向欠款的购买方按季收

取所欠货款的利息，全年合计 14万元，企业每季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XXX  

   贷：财务费用      XXX  

请分析上述账务处理存在的问题并编制调账分录。  

解析：  

1.企业销售货物，因购买方未及时付款而向购买方收取的延期付款利息属于企业销售货物的价外费用，应该

按照 13％的税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增值税销项税额＝140 000÷（1＋13％）×13％＝16 106.19（元）。  

2.会计上应该冲减“财务费用”，由于计提销项税额，冲减的财务费用减少 16 106.19 元——利润减少 16 106.19

元；  

3.企业所得税上，利润减少，导致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16 106.19 元。  

调账分录  

错账  

借：银行存款  140 000  

  贷：财务费用  140 000  

正确的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140 000  

   贷：财务费用                        123 893.8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6 106.19  

调账——当年错账  

借：财务费用      16 106.19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6 106.19  

  调账——以前年度错账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6 106.19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6 106.19  

 

（三）审核特殊销售方式的销售额  

1.折扣折让  

类型 税务处理 

折扣销售 

（商业折扣） 

价格折扣：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余额

作为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销售折扣 

（现金折扣） 
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现金折扣额 

销售折让 

可以从销售额中减除折让额 

依退回的专票或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票，按退货或折让金额冲减原销售额，注意用红字贷记销

项税额 

 

【例题·单选题】某工艺品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4年 1月 2日销售给甲企业 200 套工艺品，每套不含

税价格 600 元。由于部分工艺品存在瑕疵，该工艺品厂给予甲企业 15％的销售折让，已开具红字专票。为了

鼓励甲企业及时付款，该工艺品厂提出 2/20，n/30的付款条件，甲企业于当月 15日付款。该工艺品厂此项

业务的销项税额为（  ）元。  

A.15 600  

B.12 994.8  

C.16 320  

D.13 260  

答案：D  

解析：销项税额＝600×200×（1－15％）×13％＝13 260（元）。  

 

2.以旧换新——金银首饰以旧换新例外  

类型 税务处理 账务处理 

一般货物 
按新货物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

不得扣减旧货物的收购价格 

某企业销售新洗衣机零售价 1130 元，以旧换新收回旧洗衣

机作价 100 元，实收 1030 元。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1030 

  销售费用（或原材料）1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 

金银首饰 
按销售方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

全部价款征收增值税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0 

 

【2022·多选题】某商场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某区个人用户推出“以旧换新”方式销售空调，下列处理

错误的有（  ）。  

A.以旧换新以收购价的 10%计算进项税额  

B.以新空调定价为依据计算销项税额  

C.收回旧空调可比照收购废旧物品按 13%计算进项税额  

D.以实际收到的金额为依据计算销项税额  

E.收回旧空调不计算进项税额  

答案：ACD  

解析：按新货物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不得扣减旧货物的收购价格。  

 

3.还本销售  

（1）不得扣减还本支出  

（2）还本支出应计入财务费用或销售费用  

 4.以物易物  

税务处理 账务处理 

双方均作购销处理 

在以物易物活动中，应分别开具合法的票据，如

收到的货物不能取得合法扣税凭证的，不能抵扣

进项税额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有商业实质和公允价值能够可

靠计量的，作购销处理； 

不能满足规定条件的，按换出资产的价值减去可抵扣的增

值税，加上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实际成本。 

 

【例题·简答题】某企业以不含税价 10 000 元的自产货物换取同等价值的原材料，货物和原材料的增值税税

率均为 13％。假如满足确认收入的条件，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解析：  

  借：原材料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 300（合法扣税凭证）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300  

 

5.带包装销售货物  

税务处理 账务处理 

按照所包装货物适用税率

征收增值税 

随同产品出售但单独计价的包装物，按规定应缴纳的增值税，借记“应收账款”

等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等科

目 

 

【例题·简答题】2023年 4月，A企业本月销售产品一批，不含税售价为 50 000 元，随同产品出售但单独计

价的包装物 1 000 个，普通发票上注明单价为每个 10 元，款项尚未收到。企业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解析：  

  借：应收账款            66 5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 000  

      其他业务收入         8 849.5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7 650.44  

 

6.包装物押金——除啤酒、黄酒外的酒类产品特殊  

具体类型 税务处理 账务处理 

一般货物 
①如单独记账核算，时间在 1年以内，

又未逾期的，不并入销售额征税 

企业逾期未退还的包装物押金按规定应缴

纳的增值税，借记“其他应付款”等科目，



②因逾期（1年为限）未收回包装物不

再退还的押金，应并入销售额征税 

征税时注意： 

①逾期包装物押金为含税收入，需换算

成不含税价再并入销售额； 

②税率为所包装货物适用税率 

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 

除啤酒、黄酒外的其他

酒类产品 

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均

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税 

 

【例题·简答题】A企业 2024年 5月清理出租出借包装物，将某单位逾期未退还包装物押金 2000 元予以没

收，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解析：  

  借：其他应付款                2 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1 769.9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30.09  

 

【2022·单选题】下列包装物押金的增值税处理，错误的是（  ）。  

A.销售啤酒时一同收取的包装箱押金，在收取时未计算缴纳增值税  

B.销售啤酒时一同收取的包装箱押金，按期收回包装箱退还押金时，没有计算缴纳增值税  

C.销售白酒时一同收取的包装箱押金，在收取时计算缴纳增值税  

D.销售白酒时一同收取的包装箱押金，按期收回包装箱退还押金时，计算冲减增值税  

答案：D  

解析：除啤酒、黄酒外的其他酒类产品，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税；退

还押金时，不得冲减增值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