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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的会计处理（1111）
————————“营改增”系列课程第七讲



2

营改增的会计处理

 第三章  营改增的会计处
理

营改增对企业会计处理的影响

� 核算方式

� 具体事项的会计处理

    财税第 1 教
室 



营改增的会计处理

第三章  营改增的会计处理

�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 “留抵税额” 

� “差额征税”

�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税额

� 取得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的会计处理；

� 服务业零税率

    财税第 1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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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1. 一般纳税人；

2. 小规模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应交税金

应交增
值税

未交增
值税

增值税检
查调整

待抵扣进
项税额

进项
税额

销项
税额 ……………………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借方                                                                                                                                                                                                                                                    贷方

1、进项税额                                      1、销项税额
2、已交税⾦                                      2、出⼝退税
3、减免税款                                      3、进项税额转出
4、转出未交增值税                            4、转出多交增值税
5、出⼝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6、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
（营改增新增科⽬）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增值税检查

调整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增值税检查

调整
待抵扣进项

税额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A公司为上海一般纳税人物流企业，期初无留抵税额，2012年1月份，实现
运输收入100万，物流辅助收入100万元，款项已收，并按照适用税率，分
别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月委托上海B企业一项运输业务，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20万元，注明了增值税额为2.2万元。当月应该如何交税及会计

处理。

销项税额=100ⅹ11%+100ⅹ6%=17
进项税额=20ⅹ11%=2.2
应纳增值税额=17-2.2=14.8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案例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A公司为上海一般纳税人物流企业，

期初无留抵税额，2012年1月份，实

现运输收入100万，物流辅助收入

100万元，款项已收，并按照适用税

率，分别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当月委托上海B企业一项运输业务，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0万元，注明

了增值税额为2.2万元。当月应该如

何交税及会计处理。

销项税额=100ⅹ11%+100ⅹ6%=17
进项税额=20ⅹ11%=2.2
应纳增值税额=17-2.2=14.8

第一步，销售收入确认、销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111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1

借：银行存款                                                       106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案例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A公司为上海一般纳税人物流企业，

期初无留抵税额，2012年1月份，实

现运输收入100万，物流辅助收入100
万元，款项已收，并按照适用税率，

分别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月委
托上海B企业一项运输业务，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20万元，注明了增值税

额为2.2万元。当月应该如何交税及会

计处理。

销项税额=100ⅹ11%+100ⅹ6%=17
进项税额=20ⅹ11%=2.2
应纳增值税额=17-2.2=14.8

第二步，销售成本确认、进项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B企业                                  2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   2.2

贷：银行存款-B企业                                           22.2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案例



1、一般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A公司为上海一般纳税人物流企业，

期初无留抵税额，2012年1月份，实

现运输收入100万，物流辅助收入100
万元，款项已收，并按照适用税率，

分别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月委
托上海B企业一项运输业务，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20万元，注明了增值税

额为2.2万元。当月应该如何交税及会

计处理。

销项税额=100ⅹ11%+100ⅹ6%=17
进项税额=20ⅹ11%=2.2
应纳增值税额=17-2.2=14.8

第三步，应交税金的计算上交及会计处理

销项税额=100ⅹ11%+100ⅹ6%=17

进项税额=20ⅹ11%=2.2

应纳增值税额=17-2.2=14.8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14.8

贷：银行存款                                                      14.8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案例



2、小规模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2、小规模纳税人

    财税第 1 教
室 

C公司为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1月，实现含税收入103000元，为营改增

小规模纳税人，如何缴税、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按照征收率，应缴纳增值税3000元。

第一步：收入确认
借：银行存款                                                                   103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3000
第二步：上交税金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3000
贷：银行存款                                                                   3000

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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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1]111号

附件2：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

第三条（三）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试点地区的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有应税服务的，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的增

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不得从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

NO.1



    财税第 1 教
室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北京等8省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3号

附件2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其附列资料填

表说明

NO.2

“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



    财税第 1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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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试点地区兼有应税服务的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截止到开始试点当月

月初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关规定不得从应税服务的销项
税额中抵扣的，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增值税留抵税额”明细科目。
　　开始试点当月月初，企业应按不得从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
留抵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待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按允许抵扣的金
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费——

增值税留抵税额”科目。
　　“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科目期末余额应根据其流动性在资产负
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列示。

NO.3

“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



    财税第 1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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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D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100万元，2012年1月发生一般货物及劳务销项税300万元，应税服务销项税

200 万元，认证相符的进项税400万元。计算企业本月 增值税应纳税额及期末

留抵税额。

“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

案例



    财税第 1 教
室 

上海某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D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100万元，2012年1月发生一般货物及劳务销项税300万元，应税服务销项税

200 万元，认证相符的进项税400万元。计算企业本月 增值税应纳税额及期末

留抵税额。

不考虑挂账留抵税额：

企业应纳税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300+200）-（400+100）=0万元

企业本月增值税应纳税额为0万元，期末留抵税额0万元。

“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

案例



    财税第 1 教
室 

上海某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D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100万元，2012年1月发生一般货物及劳务销项税300万元，应税服务销项税

200 万元，认证相符的进项税400万元。计算企业本月 增值税应纳税额及期末

留抵税额。

考虑挂账留抵税额：
企业整体虚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300+200）-400
=100万元 
货物销售比例=300/(300+200)=60% 
企业整体虚拟应纳税额×货物销售比例=100×60%=60万元

应纳税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300+200）-（400+60）=40万元
期末留抵税额=100-60=40万元

“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

案例



    财税第 1 教
室 

会计处理：
1、开始试点当月月初，企业应按不得从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留抵税额

借：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                                       1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00
 
2、待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按允许抵扣的金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0
贷：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                                        60

上海某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D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100万元，2012年1月发生一般货物及劳务销项税300万元，应税服务销项税

200 万元，认证相符的进项税400万元。计算企业本月增值税应纳税额及期末

留抵税额。

“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

案例



三、“差额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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