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货物与劳务税会计核算 

【考点 1】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应交税费”中与增值税核算有关的明细科目  

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预交增值税 

待抵扣进项税额 待认证进项税额 待转销项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 简易计税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代扣代交增值税 增值税检查调整   

（一）“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重要） 

借方 贷方 

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抵减 出口退税 

已交税金 进项税额转出 

减免税款 转出多交增值税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转出未交增值税   

1.进项税额——借方  

（1）记录企业购入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而支付或负担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

额；  

【注意】  

1.企业购入时支付或负担的进项税额，用蓝字登记；  

2.退回所购货物应冲销的进项税额，用红字登记。 

 

【例题·简答题】2024 年 4 月某企业将 2024 年 3 月原购进的不含税价 3000 元、增值税额 390 元的原材料

退回销售方。请问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答案：  

借：原材料               3000（红字）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90（红字）  

    贷：银行存款               3390（红字）  

2.销项税额抵减（营改增后增加的专栏）——借方 

（1）记录一般纳税人差额纳税而减少的销项税额——一般计税方法（差额纳税），才使用该科目核算；  

（2）账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贷：银行存款（或应付账款）  

 

【注意】“销项税额抵减”核算的是由于差额纳税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核算的是取得

扣税凭证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1.相同点：销项税额抵减与进项税额抵扣的效果是相同的——均达到降低增值税的效果。  

2.区别： 

（1）抵扣进项税额时必须取得合格的扣税凭证，而销项税额抵减无需取得专票、农产品收购或销售发票等

扣税凭证，只需要取得合格的发票或相应的凭证即可；  

（2）两者账务处理不同；  

（3）纳税申报表的填写不同，进项税额抵扣需要填写附表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销项税额抵减需要填写

附表三《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 

3.已交税金——借方 

（1）当月缴纳当月的增值税款；退回多缴的增值税额用红字登记；  

（2）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记账的情形：  

①辅导期一般纳税人需要增领发票；  



②以 1、3、5、10、15 日（不足 1个月）为 1 期纳税的。  

【注意】企业当月缴纳上月应缴未缴的增值税时，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  

 

【例题·简答题】12 月 15 日缴纳 12 月 1～10 日应该缴纳的增值税 10万元，企业应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答案：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100 000  

    贷：银行存款             100 000  

 

4.减免税款——借方  

（1）反映企业按规定减免的增值税款；  

（2）企业按规定直接减免的增值税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损益类相关科目，比如“其他收益”、“营业外收

入”等；  

（3）企业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每年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

中全额抵减的，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科目（小规

模纳税人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相关科目。  

5.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出口退税中讲）——借方 

（1）反映出口企业销售出口货物后，向税务机关办理免抵退税申报，按规定计算的应免抵税额；  

（2）账务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6.转出未交增值税——借方 

核算企业月终转出应缴未缴的增值税。月末企业“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出现贷方余额时，根据

余额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例题·简答题】某企业增值税账户贷方的销项税额为 30000 元，借方的进项税额为 16000 元，月末的账务

处理？  

答案：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1400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4000  

下月缴纳上月应纳增值税如何处理呢？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4000  

   贷：银行存款        14000  

 

7.销项税额——贷方   

（1）记录一般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时应收取的增值税额；  

（2）注意：退回销售货物应冲减的销项税额，只能在贷方用红字登记。 

 

【例题·简答题】某企业原销售的不含税价格为 10000 元，销项税额为 1300 元的货物被退回，假设已按税

法规定开具了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退回时的会计处理？  

答案：  

  借：银行存款           11300（红字）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红字）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00（红字）  

  同时冲减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红字  

    贷：库存商品     红字  

 



8.出口退税  

记录企业出口适用零税率的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出口后凭相关手续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退税

时计算的退税最高限额——即按“免抵退税额”记账。  

  账务处理：  

  借：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值税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例题·简答题】企业的免抵退税额为 100000 元，应退税额为 80000 元，免抵税额为 20000 元，应如何进

行账务处理？  

答案：  

  借：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值税 8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2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