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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

2、小规模纳税人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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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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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文设置了10个二级
科目，实际是11个科目，
还有“增值税检查调整”
科目

“应交增值税”
二级科目下设置
了10个三级科目

“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核算一般
纳税人月度终了从“应交增值税”或
“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转入当月应
交未交、多交或预缴的增值税额，以
及当月交纳以前期间未交的增值税额。

“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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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其他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应预
缴的增值税额。

“待抵扣进项税额”明细科目，核算
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并
经税务机关认证，按照现行增值税制
度规定准予以后期间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的进项税额。包括：一般纳税人自
2016年5月1日后取得并按固定资产核
算的不动产或者2016年5月1日后取得
的不动产在建工程，按现行增值税制
度规定准予以后期间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的进项税额；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
的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尚未交叉稽核比
对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或计算的
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
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或不动产而支付或负担的、
准予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
额；
“销项税额抵减”专栏，记
录一般纳税人按照现行增值
税制度规定因扣减销售额而
减少的销项税额
“已交税金”专栏，记
录一般纳税人当月已交
纳的应交增值税额“转出未交增值税” 专栏，
记录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
转出当月应交未交增值税
额
“减免税款”专栏，记
录一般纳税人按现行增
值税制度规定准予减免
的增值税额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专栏，记录实行“免、抵、退”
办法的一般纳税人按规定计算的
出口货物的进项税抵减内销产品
的应纳税额

“销项税额”专栏，记录一
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
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
产或不动产应收取的增值税
额

“出口退税”专栏，记录一
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加工修
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
产按规定退回的增值税额“进项税额转出”专栏，记
录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
形资产或不动产等发生非正
常损失以及其他原因而不应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规定
转出的进项税额。

“转出多交增值税”
专栏，记录一般纳税
人月度终了转出当月
多交的增值税额

“待认证进项税额”明细科目，核算
一般纳税人由于未经税务机关认证而
不得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
额。包括：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值税
扣税凭证、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
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但尚未经税
务机关认证的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
已申请稽核但尚未取得稽核相符结果
的海关缴款书进项税额。

“待转销项税额”明细科目，
核算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
资产或不动产，已确认相关收
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
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
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明细科目，
核算兼有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
者不动产的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截止到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的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按照现行增
值税制度规定不得从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的销项税额中
抵扣的增值税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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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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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检查调整”明细
科目核算检查后应调减整
账面进项税额或销项税额
和进项税额转出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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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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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纳税人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02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代扣代交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只需设置
“应交税费” ，不需要
设置除“转让金融商品应
交增值税”、“代扣代交
增值税”外的明细科目。

“应交增值税”明细
科目，不需要设置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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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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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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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账务处理及案例分析
1、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等业务的账务处理
2、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
3、差额征税的账务处理
4、出口退税的账务处理
5、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发生改变的账务处理
6、月末转出多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7、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8、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账务处理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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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规定
11、税务机关查补增值税款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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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1

⑴采购等业务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的账务处理

【例1】A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10日购入库存商品一批，已验收入库，

取得金额为10000元，税额17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认证。

借：库存商品 100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700

贷：银行存款 11700

◇ 1月31日认证通过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0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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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1

⑵采购等业务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账务处理

【例2】B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10日购入库存商品一批，已验收入库，取得金额为20000元，

税额34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认证。

借：库存商品 200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3400

贷：银行存款 23400

◇1月31日认证通过，因全部用于免税项目，根据财会[2016]22号文做以下处理：

借：库存商品 34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3400

◇应该是先认证抵扣再进项税额转出，但是中间少了一个步骤，即需要先做如下一个分录：

借：应交税费——进项税额 3400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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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1

⑶购进不动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按规定进项税额分年抵扣的账务处理
【例3】 C一般纳税人2016年6月5日以银行存款购进办公楼用于办公，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金额10000万元，进项税额1100万元。

借：固定资产 10000万元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100万元

贷：银行存款 11100万元

◇ 6月10日认证通过：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60万元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440万元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100万元

◇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待2017年6月（13个月后）允许抵扣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40万

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4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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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1

⑷货物等已验收入库但尚未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的账务处理
【例4】D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1日购进商品一批，已验收入库，未付款，尚未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合同协议金额30000元，税额5100元，价税合计35100元。

◇在月末按货物清单或相关合同协议上的价格暂估入账：

借：库存商品 300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30000

◇下月初，用红字冲回：

借：库存商品等 30000（红字）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30000（红字）

◇待取得相关增值税扣税凭证并经认证后：

借：库存商品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5100

贷：应付账款 35100

按货物清单或相关合同
协议上的价格暂估入账
是否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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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1

(5)小规模纳税人采购等业务的账务处理

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需要直接计入成本即可。

(6)购买方作为扣缴义务人的账务处理

【例5】境外S公司2016年12月10日为我国境内E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合同价款106 万元，

且该境外公司没有在境内设立经营机构，当月完成合同。

借：管理费用 100万元

应交税费——进项税额（小规模纳税人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科目） 6万元

贷：应付账款 100万元

应交税费——代扣代交增值税 6万元

◇ 2017年1月份申报期内，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代扣代交增值税 6万元

贷：银行存款 6万元

注意：扣缴义务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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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2

(1)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

【例6】F运输公司系一般纳税人，2016年12月取得货物运输收入100万元，

兼营搬运装卸收入（简易计税）收入10.3万元。

借： 银行存款 121.3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运输 100万元

其他业务收入—搬运装卸 1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1万元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0.3万元

（小规模纳税人应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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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2

(1)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
◇会计制度确认收入或利得的时点早于按照增值税制度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

点的
【例7】G建筑公司某工程项目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2016年12月建设单位对其11

月已完工程量计量金额1110万元，款项尚未支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也未到达，G建筑
公司未对建设单位开具发票。

12月末， G建筑公司该项目应做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收账款 1110万元

贷：工程结算 1000万元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110万元

假定2017年1月16日，自建设单位收取工程款888万元，同日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金额800万元，税额88万元，纳税义务发生。

借：银行存款 888万元
贷：应收账款 888万元

借：应交税费——待转销税额 88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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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2

(1)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
◇按照增值税制度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早于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收入或

利得的时点的
【例8】 H物业管理公司为一般纳税人，2016年8月出租一栋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一

次性收取两年租金，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0万元，税额26.4万元。
借：银行存款 266.4万元

贷：预收账款 266.4万元
借:应收账款 26.4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6.4万元
(如简易计税应记“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

按月计收入
借：预收账款 10万元

贷：其他业务收入 10万元
注意：不难看出，按照《规定》的处理思路，两年后“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科目

还分别剩下余额26.4万元，金额相等，方向相反。将其对应的税额硬性规定借记“应收账款”
科目是不妥当的。

借：预收账款 26.4万元
贷：应收账款 2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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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2

(2)视同销售的账务处理

【例9】K电视机厂为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将自产电视100台发放职工福利，

其中一线生产人员80台，后勤人员20台。电视出厂价11700元（含税）/台，成本

8000元/台。

借：制造费用 936000

管理费用 234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170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117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0000

（小规模纳税人应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0000

贷：库存商品－电视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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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02

(3) 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已确认收入，此后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的账务处理。

【例10】L公司在2016年4月提供一项咨询服务，计提了收入106万元，当月计提了营业

税5.3万元（106×5%）。合同约定该款项在2016年8月收取，因此该收入应计征增值税。

◇按照22号文件的规定账务处理如下：

营改增前：

借：应收账款等 106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6万元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5.3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5.3万元

营改增后调整：

借：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5.3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5.3万元

借：主营业务收入 6万元

贷：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6万元

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难道
不该反向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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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征税的账务处理03

(1)企业发生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的账务处理

【例11】M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采取差额征税，含税销售额10 万元，向用

工单位收取用于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费用8万元。

◇确认收入

借：银行存款 1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95238.10 ［100000÷（1+5%）］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4761.90 ［100000÷（1+5%）×5%］

◇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借：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3809.52 ［80000÷（1+5%）×5%］

主营业务成本 76190.48［80000÷（1+5%）］

贷：银行存款 80000

◇缴纳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952.38

贷：银行存款 9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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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征税的账务处理03

(1)企业发生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的账务处理

【例12】N旅游公司系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共取得旅游收入53万元，其中包含向其他单

位支付的各种费用31.8万元（住宿费12.36万元、餐饮费5.15万元、交通费3.09万元、门票费

11.2万元），不考虑其他情况。

◇确认收入

借：银行存款 53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0000

◇待取得合规增值税扣税凭证且纳税义务发生时，按照允许抵扣的税额

借：主营业务成本——住宿费等 3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18000

贷：银行存款 318000

◇月末结转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1200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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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征税的账务处理03
(2)金融商品转让按规定以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的账务处理
【例13】Q企业为一般纳税人，2017年2月份销售货物销售额100万元，发生销项税额17万元。购进货物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20万元，进项税额20.4万元，已认证相符。当月销售金融商品1012万元，原购入价800万元，
收益212万。
◇销售货物
借：银行存款 117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万元

◇取得进项
借：商品商品 12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0.4万元
贷：银行存款 140.4万元

◇销售金融商品收益
借：银行存款 1012万元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800万元
投资收益 212万元

借：投资收益 212/1.06*0.06=12万元
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12万元

◇交纳增值税时
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12万元

贷：银行存款 12万元
注： 此会计处理会导致“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的借方余额大于贷方，产生留抵税额3.4万元，转让金

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12万元。

第一个问题：金融商品转让的
负差处理问题。

第二个问题： “转让金融商
品应交增值税”是22号文新增的
二级科目，转让金融商品的增值
税会计核算与处理规则不符合增
值税申报表的填报规则。

解决办法：
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12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2万元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8.6万元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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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的账务处理04
(1)未实行“免、抵、退”办法的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按规定退税的
【例14】R外贸企业为一般纳税人，2017年2月份购入商品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00万元，税额17万

元。当月该批商品全部出口，离岸价折合人民币120万元，全部收齐单证，计算当月退税。该货物税率为17%，退税
率为13%。
◇购进商品
借：库存商品 10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万元
贷：银行存款 117万元

◇出口报关销售
借：银行存款 120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120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100万元

贷：库存商品 100万元
◇进项税额转出
借：主营业务成本 100×(17%-13%)=4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4万元
◇按规定计算的应收出口退税额
借：应收出口退税款 100×13%=13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13万元
◇收到出口退税时
借：银行存款 13万元

贷：应收出口退税款 13万元
注：之前将应收出口退税款计入“其他应收款——出口退税”,
现将其统一设为“应收出口退税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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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的账务处理04

(2)实行“免、抵、退”办法的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
【例15】某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系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份购进所需原材料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金额500万元，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85万元。内销产品取得销售额200万元，出口货物离岸价
折合人民币2400万元,收齐单证。假设上期留抵税款5万元，增值税税率17%，退税率 15%。
◇购进商品
借：原材料 50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5万元
贷：银行存款 585万元

◇内销产品时
借：银行存款 234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万元

◇产品外销时
借：银行存款 2400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2400万元
◇月末，计算当月出口货物不予抵扣和退税的税额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征税率-退税率）＝2400 ×
（17%-15%）=48（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 48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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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的账务处理04

(2)实行“免、抵、退”办法的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
【例15续】某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系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份购进所需原材料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金额500万元，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85万元。内销产品取得销售额200万元，出口货物离岸
价折合人民币2400万元,收齐单证。假设上期留抵税款5万元，增值税税率17%，退税率 15%。
◇计算应纳税额

本月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上期留抵税款-当期不
予抵扣或退税的金额）=34-（85+5-48）= -8 （万元），即留抵8万元。
◇计算免抵税额和退税额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2400×15%=360（万元）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8万元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360-8=352万元

借：应收出口退税款 8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352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360万元

◇收到出口退税时
借：银行存款 8万元

贷：应收出口退税款 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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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发生改变的账务处理05

(1)因发生非正常损失或改变用途等，原已计入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或待认证进项税额，但按现行
增值税制度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

【例16】 2016年5月1日，C公司购入一座办公楼，500万元，进项税额55万元，2017年3月将该楼改建
为职工食堂，假设此时净值为450万元，不动产净值率为90%。
◇ 5月1日购入办公楼
借：固定资产-办公楼 5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30000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220000
贷：银行存款 5550000

◇ 2017年3月改变用途
借：固定资产-食堂 4500000

累计折旧 500000
贷：固定资产-办公楼 5000000

借：固定资产-食堂 550000×0.9=495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330000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495000-330000=165000
◇ 2017年5月1日抵扣待抵扣进项税额剩余的5.5万元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5000

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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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发生改变的账务处理05

(2)原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因改变用途等用于允许抵扣

进项税额的应税项目的，应按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例17】 2017年1月份D公司原用于职工食堂的楼房改为办公楼，改变用途时净值率为

80%。该楼房购入时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000万元，税额110万元。

◇ 2017年1月份改变用途

借：固定资产-办公楼 11100000*0.8=8880000

累计折旧 2220000

贷：固定资产-食堂 11100000

◇ 2017年2月份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80000*0.6=528000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880000*0.4=352000

贷：固定资产-办公楼 880000

◇ 2018年2月份抵扣待抵扣进项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52000

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3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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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发生改变的账务处理05

(3)一般纳税人购进时已全额计提进项税额的货物或服务等转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的，对于结转以后期间

的进项税额

【例18】W公司2017年1月10日购入工程物资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1000000元，税额

170000元。2月10日该批工程物资全部用于本公司在建厂房工程。

◇购进工程物资

借：工程物资 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000

贷：银行存款 1170000

◇领用工程物资

已抵扣进项税额应转入“待抵扣进项税额”=170000×0.4=68000

借：在建工程 1000000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68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68000

工程物资1000000

◇计入“待抵扣进项税额”的68000元要到2018年2月份(转用的当月起第13个月)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8000

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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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转出多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的账务处理06

【例19】①X公司本月发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00万元，进项税额为80万元，期初无余
额，则月末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20万元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20万元

② 若X公司本月发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00万元，进项税额为80万元，已交税金30万元，
期初无余额，则月末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 10万元

③若X公司本月发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00万元，进项税额为101万元，则月末不需编制
会计分录，此时“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有借方余额1万元，属于尚未抵扣的增值税。

④若X公司本月发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00万元，进项税额为120万元，已交税金30万元，
则月末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30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 30万元

注意：转出多交增值税只能在本期已交税金范围内转回，此题转出多交的增值税只有30万
元，而不是50万元，借方与贷方的差额20万元属于尚未抵扣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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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07

◇交纳当月应交增值税
【例20】Y商贸一般纳税人处于辅导期，2017年2月份第二次领购专

用发票，按照第一次已领购并开具的专用发票销售额10000元的3%预缴
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小规模纳税人应借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300

贷：银行存款 300
◇交纳以前期间未交增值税
【例21】Z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份销项税额为100万元，进项税额

为80万元，月末已转入“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次月申报缴纳
上月应纳增值税，作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20万元
贷：银行存款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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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07

◇预缴增值税
【例22】甲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份跨县从事一个建筑项目，预收工程

款111万元，已在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2%预缴了增值税，全部项目(均
采用一般计税)本月实现应纳增值税20万元，作如下分录：

预缴税款时：
借：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111÷1.11×2%=2万元

贷：银行存款 2万元
月末结转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缴增值税) 20万元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20万元
同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2万元

贷：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2万元
注：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纳税额如何抵减已预缴增值税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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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07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纳税额如何抵减已预缴增值税存在争议

目前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只有达到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房地产项目计算的应纳增值税才能抵减已预缴增值税；

第二种：不同业务计算的应纳增值税都可以抵减已预缴增值税。

【例23】甲房地产开发企业系一般纳税人，既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又兼营建筑服务。2017年1月份跨县提供建筑服务A工程

（采取一般计税，无分包）预收工程款（含税）1110万元，已在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按2%预缴税款20万元；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

开发的房地产B项目10套商品房（采取一般计税）预收房款2220万元（含税），次月纳税申报期内按3%预缴增值税60万元。本月份有前期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C项目1套商品房（采取一般计税）达到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实现销项10万元；前期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D项目2套

商品房（采取简易计税）达到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纳增值税15万元。已认证可抵扣进项税额80万元，问该企业所属期为1月份增值税申报

应补增值税？

第一种观点认为：

建筑服务应纳增值税1110÷1.11×11%-80=30万元

建筑服务应补增值税30-20=10万元。

房地产项目应纳增值税10+15=25万，抵减已预缴增值税25万元，应补增值税为0万元。

该企业所属期为1月份的增值税申报应补增值税10万元。房地产项目未抵减完的预缴税款60-25=35万元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第二种观点认为：

全部业务应纳增值税1110÷1.11×11%+10-80+15=55万元

应补增值税55-20-35=0万元，

该企业所属期为1月份的增值税申报应补增值税0万元。未抵减完的预缴税款60-35=25万元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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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务处理及案例分析二 30

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07

◇减免增值税的账务处理（对于当期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例24】甲农民专业合作社系一般纳税人，2016年2月份销售本社成员自产

西瓜开具金额113元的普通发票。假设当月仅此一笔业务。
【22号文要求的账务处理】
借：现金113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13
贷：营业外收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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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务处理及案例分析二 31

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07

◇减免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例24发票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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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务处理及案例分析二 32

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07

◇减免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例24增值税申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填报方式如下：很明显申报免税销售额为113元

与发票相符，却与22号文要求的账务处理销售额不符，账载销售额为100元。

【个人认为正确的账务处理】
借：现金113

贷：主营业务收入113
这样，账表、账票相符，完美而且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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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务处理及案例分析二 33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账务处理08

借：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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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例25】乙公司系一般纳税人，2017年1月份购入增值税税
控系统专用设备490，支付技术维护费用330，当月全部抵减增
值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820
（或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贷：管理费用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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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务处理及案例分析二 34

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规定10

◇符合小微减免增值税条件时
【例26】A小卖部系小规模纳税人，2016年2月份销售复印纸开具金额113元

的普通发票。
【发票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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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务处理及案例分析二 35

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规定10

◇符合小微减免增值税条件时
【22号文要求的账务处理】
借：现金113

贷：主营业务收入109.7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3.29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3.29
贷：营业外收入3.29

【增值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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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务处理及案例分析二 36

税务机关查补增值税款的会计处理11

【例27】某工业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7年2月15日，税务机关对其2016

年进行增值税检查时，发现有一笔业务会计处理有误：
2016年12月3日，发出用于捐赠的产品一批，成本价为80000元，无同类产品售

价，企业已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营业外支出80000
贷：库存商品 80000

◇计算查补增值税款=80000×(1+10％)×17％=14960(元) 成本利润率：10%

◇应作查补税款的会计处理（假设不考虑滞纳金、罚款等因素）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4960

贷：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 14960

借：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 1496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4960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4960

贷：银行存款 1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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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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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三 38

应交税费分为三种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1、“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

“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
借方余额，列示到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 或“其他非
流动资产”中；

2、“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等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列
示到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 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
目中；

3、“应交税费”科目下的“未交增值税”、“简易计税”、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代扣代交增值税”等科目期末
贷方余额列示到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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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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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四 40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中相关规定与

本规定不一致的，应按本规定执行。2016年5月1日至本规定施行

之间发生的交易由于本规定而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应按本

规定调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2〕13号）及《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的

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3〕24号）等原有关增值税会计处理

的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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