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考点 1】基本介绍

（一）通用业务流程：

业务承接、业务委派、业务计划、业务实施、业务记录、业务成果形成、业务档案管理。

（二）信任保护原则

税务师事务所及其涉税服务人员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实行信任保护原则。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师事

务所及其涉税服务人员有权终止业务：

1.委托人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

2.委托人提供不真实、不完整资料信息的；

3.委托人不按照业务结果进行申报的；

4.其他因委托人原因限制业务实施的情形。

如已完成部分约定业务，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收取费用，并就已完成事项进行免责声明。

【考点 2】涉税专业服务业务承接程序

1.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业务委托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任何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违约责任不能免除；

2.业务委派

项目组织结构一般可设为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项目助理三级；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涉税专业服务业务需

要，请求内部或外部相关领域的专家协助工作。项目负责人应对专家的工作成果负责。

【考点 3】涉税专业服务业务实施程序

（一）业务实施的基本要求

类型 关注的具体内容

事实方面 包括环境事实、业务事实和其他事实

会计方面 包括会计账户、交易事项的确认与计量、财务会计报告等

税收方面 包括会计数据信息采集、计税依据、适用税率、纳税调整、

纳税申报表或涉税审批备案表等

（二）业务实施阶段

业务实施通常包括五个阶段：资料收集评估、事项判断、实施办理、风险控制、后续管理。简单业务可适

当简化。

1.质量复核程序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根据质量管理要求建立业务成果复核制度。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

纳税情况审查专项业务应当实施两级以上复核。

2.业务成果提交

项目组成员之间、项目负责人与业务质量监控人员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得到解决以后，项目负责人方可提交

业务成果。

【考点 4】涉税专业服务业务记录

（一）工作底稿的种类：管理类工作底稿、业务类工作底稿。

（二）工作底稿的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完成后，应当整理业务协议、业务成果、工作底稿等相关资料，于业务完成后 60 日内形成电

子或纸质的业务档案，并保证档案的真实、完整。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保障电子或纸

质档案安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合理确定档案保管期限，最低不少于 10 年；

税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工作底稿保密管理制度。工作底稿归档后，涉税服务人员因工作需要查阅工作底稿的，

应当履行查阅手续，并对查阅内容予以保密。

【考点 5】涉税专业服务业务成果

（一）四项业务的报送：

税务师事务所应当于完成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的次年 3 月 31 日前，按

要求向税务机关报送《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

（二）年报：税务师事务所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按照要求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体情况



表》。

第四章 涉税会计核算

【考点 1】涉税会计核算对象和任务

（一）涉税会计核算对象

在企业中，凡是涉税事项都是税务会计的对象。

1.纳税人因纳税而引起的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补退、罚款等经济活动就是税务会计对象。

2.企业因逾期缴纳税款或违反税法规定而支付的各项税收滞纳金、罚款、罚金，也属于涉税会计核算的对

象，应该如实记录和反映。

【考点 2】涉税会计核算基本科目设置

（一）“应交税费”科目——负债类科目

本科目核算企业按税法规定计算应缴纳的各种税费。

1.核算范围

在本科目核算的非税款或非本企业缴纳的税款 扣缴的个人所得税、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

不在本科目核算的税款 不需要预计缴纳的税金，如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

契税、印花税等；印花税如需要预计，也可以通过“应

交税费”核算

（二）“税金及附加”科目——损益类科目

1.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建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

印花税、环境保护税等相关税费——与营业收入相关的税金及附加。

（1）房地产企业销售开发产品应纳的土地增值税也在此科目中核算；

（2）本科目不含增值税，因为增值税为价外税。

【注意】耕地占用税、契税、车辆购置税、进口关税计入成本核算，不通过“税金及附加”核算。

2.企业计提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税费的账务处理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等

（1）企业收到返还的消费税等原记入本科目的各种税金，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

本科目；

（2）企业收到返还的增值税，计入“营业外收入”或“其他收益”。

3.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本科目属于损益类科目，一旦发生跨年度错账时，需要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账。

（三）“所得税费用”科目——损益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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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按税法确定，属于负债类科目，表示欠国家的税款；

（2）所得税费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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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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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当按照“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进行明细核算。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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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结转前先结转其他损益类科目，可得出税前利润，本科目结转后的本年利润为税后利润。

4.税会差异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

（四）“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1.核算范围：只有以前年度损益类科目发生错账时才能使用本科目进行调整；

2.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账时注意对所得税的影响；

3.本科目的余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本科目结转后应无余额。

（五）“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科目——损益类科目

核算企业实际收到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增值税和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六）计入资产成本：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契税。

【考点 3】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一）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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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1.月度终了从“应交增值税”或“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转入;

2.当月缴纳以前期间未缴的增值税，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3.用进项留抵抵减欠税，按欠税与留抵较小数字红字记账，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

目，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三）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一般计税方法）

核算一般纳税人转让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提供建筑服务、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

地产项目等。

结转时间

一般企业

月末，企业应将“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余额转入“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
预缴的税款不能抵减预缴当期的应纳税额；应直至纳税义务发生时方可从“应

交税费——预交增值税”科目结转至“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四）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明细科目：取得扣税凭证，但未认证。

（五）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使用，会计上收入确认时间早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六）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明细科目

（七）应交税费——“简易计税”明细科目

核算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发生的增值税计提、扣减、预缴、缴纳等业务。

（八） 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核算增值税纳税人转让金融商品发生的增值税额。金融商品转让按规定以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九）应交税费——“代扣代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核算纳税人购进在境内未设经营机构的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内的应税行为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按照适用税率代扣代交：

应扣缴税额=购买方支付的价款÷（1+税率）×税率

（十）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专门账户

1.税务机关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检查发现问题；

2.需转入“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十一）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核算

1.小规模纳税人只需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代扣代交

增值税”明细科目；

2.“应交增值税”不需要设置专栏。



（十二）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税额的会计处理

1.企业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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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报表填写：主表第 23 栏“应纳税额减征额”；

3.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税额的账务处理。

①购入时：

借：管理费用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

②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一般纳税人）

或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贷：管理费用

（十三）熟悉商业零售企业增值税的核算，注意“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考点 3】其他税种的核算

1.消费税：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土地增值税

1.房地产企业转让其开发的房地产

计提时：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2.企业转让在“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科目核算

的房地产时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3.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房产税、应交土地使用税、应交车船税、印花税（需要预计时）

4.个税

计提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应交税费——代扣代交个人所得税

5.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1）做错账时调账，判断财务处理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会计准则等，而非税法。

（2）当期错账

①一般情况，正常调整；

②按月结转利润：月内发现，调整错账本身即可；月后发现，最终结到本年利润科目。

（3）对以前年度错误会计账目的调整

【注意】上年错账不影响上年税收，但影响本年度核算和税收。

发现时间 错账影响的项目 调整方法

在上一年度决算报表编制

之前发现的

不影响利润的错账 直接调整上年度账项

影响利润的错账 影响利润的错账，需要一并调整“本年利润”科目

在上一年度决算报表编制

之后发现的

对于影响上年利润的错账 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进行调整

不影响上年利润的错账 直接调整账项

6.不能直接按错误金额调整时的分摊调账方法

纳税审查出的错误金额，有的直接表现为实现的利润，不需进行计算分摊，直接调整利润账户。有的需经过

计算分摊，将错误的数额分别摊入相应的有关账户内，才能确定应调整的利润数额。

7.调账方法：红字冲销法、补充登记法、综合账务调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