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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要包括税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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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课程1000余节课，除税务课程外，更包括大量优质财务课程

满足财务人需要，服务120多万用户。

公司成立10年，始终不忘初心。

打造质量，为财务人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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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如何处理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

主讲人 :   李老师(税海微波)

 Tel  ：400-600-2148

 Web：www.cfoc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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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PART  01

         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应同时符合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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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一)须同时符合二个条件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2、转登记日前连续12个月（按月申报纳税人）或连续4个季度（按季申报纳税人）

累计应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

如果纳税人在转登记日前的经营期尚不满12个月或4个季度，则按照月（或季度）

平均销售额估算12个月或4个季度的累计销售额。

应税销售额的具体范围，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

局令第43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应同时符合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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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需注意的四个问题

1、纳税人什么时候可以转登记

2、转登记纳税人如何开具发票

3、转登记纳税人是否永远属于小规模纳税人

4、转登记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按照简易计税方法纳税？

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应同时符合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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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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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一）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进项税额转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核算。

如何核算未抵扣的进项税，当初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

为何不直接转入成本费用？

（二）转登记日当期抵扣凭证的处理

1、转登记日当期已经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

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应当已经通过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进行选择确认或认

证后稽核比对相符；经稽核比对异常的，应当按照现行规定进行核查处理。

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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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转登记日当期抵扣凭证的处理

          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

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到哪？

9



务第一教室

（二）转登记日当期抵扣凭证的处理

已经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经稽核比对相符的，应当自行下载《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稽核结果通知书》；经稽核比对异常的，应当按照现行规

定进行核查处理。

注：各省税务局网上办税平台实际情况，开发了“海关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申

报功能，此功能在省局网上办税平台中对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放。

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到哪？

10



务第一教室

（二）转登记日当期抵扣凭证的处理

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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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转登记日当期抵扣凭证的处理

2、转登记日当期尚未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

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转登记纳税人在取得上述发票以后，应当持税控设备

，由主管税务机关通过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税务局端）为其办理选择确认。

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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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转登记日当期抵扣凭证的处理

尚未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转登记纳税人在取得以后，经稽核比对相

符的，应当由主管税务机关通过稽核系统

为其下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稽

核结果通知书》；经稽核比对异常的，应

当按照现行规定进行核查处理。

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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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转登记日当期抵扣凭证的处理

转登记纳税人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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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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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一）调整后的应纳税额小于转登记日当期申报的应纳税额形成的多缴税款，从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
退回当期的应纳税额中抵减；不足抵减的，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例1】：甲企业2018年5月10日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所属期为5月份申报按适用税率16%销售额
100000元，销项税额16000元，进项税额15000元，应补(退)税额1000元，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为3000
元，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后，记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3000元，并按季申报。 2018年9月10日发生
销货退回，冲减销售额50000元、冲减销项税额8000元，2018年所属期为第三季度小规模销售额110000元，
本期应纳税额3300元。

分析：根据2018年4月27日税务总局2018年第二季度税收政策解读做如下处理：甲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
税人后，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发生的销售退回，冲减销售额50000元、冲减销项税额8000元，并不是要求其重新
核算最后一期的涉税数据并填报一般纳税人申报表。而是调整一般纳税人期间最后一期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和应纳税额，即其一般纳税人期间最后一期即所属期为5月份的销项税额由16000元调整为8000元，进项税额
不变仍为15000元，调整后的应补(退)税额为0元，留抵7000元(不含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3000元)。和原来
的申报结果应补(退)税额1000元相比，形成多缴税款1000元，不需要重新填报所属期为5月份一般纳税人申报
表，而是并入退回当期的应纳税额中处理，即在2018年所属期为第三季度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中填列：第三季
度小规模申报表申报销售额110000元，本期应纳税额3300元，抵减1000元，本期应补（退）税额为2300，不
足抵减的7000元，连同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为3000元，记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变为10000
元，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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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调整后的应纳税额大于转登记日当期申报的应纳税额形成的少缴税款，从“应交税费—待
抵扣进项税额”中抵减；抵减后仍有余额的，计入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当期的应纳税额一并
申报缴纳。

【例2】乙企业2018年5月10日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所属期为5月份申报按适用税率16%销售
额100000元，销项税额16000元，进项税额15000元，应补(退)税额1000元，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
税额为3000元。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后，记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3000元，并按季申报。
2018年9月10日发生进货退回，冲减进项7500元，2018年所属期为第三季度小规模销售额110000
元，本期应纳税额3300元。

分析：该企业一般纳税人期间最后一期即所属期为5月份的销项税额不变，仍为16000元，进项税
额由15000元调整为7500元，调整后的应补(退)税额为8500元。和原来的申报结果应补(退)税额
1000元相比，形成少税款7500元，不需要重新填报所属期为5月份一般纳税人申报表，而是先从“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3000元中抵减；抵减后仍有余额4500元，计入退回当期的应纳税额一
并申报缴纳。即：2018年所属期为第三季度小规模申报表申报销售额110000元，本期应纳税额3300
元，加上抵减后仍有余额4500元，合并退回当期的应纳税额一并申报缴纳3300+4500=7800元。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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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登记纳税人因税务稽查、补充申报等原因，需要对一般纳税人期间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和应纳税额进行调整的，按照上述规定处理。

【例3】丙企业2018年5月10日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所属期为5月份申报按适用税率16%销

售额100000元，销项税额16000元，进项税额15000元，应补(退)税额1000元，尚未申报抵扣的进

项税额为3000元。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后，记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3000元，并按季申

报。2019年所属期为第三季度小规模销售额110000元，本期应纳税额3300元。如2019年9月10日

稽查发现该企业一般纳税人期间少计收入20000元，少计销项3400元。

分析：丙企业一般纳税人期间最后一期即所属期为5月份的销项税额由16000元调整为

16000+3400=19400元，进项税额不变仍为15000元，调整后的应补(退)税额为4400元，和原来

的申报结果应补(退)税额1000元相比，形成少缴税款3400元，不需要重新填报所属期为5月份一般

纳税人申报表，而是先从“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3000元中抵减，抵减后仍需缴纳税额400

元，合并稽查当期的应纳税额一并申报缴纳3300+400=3700元，此时“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

额”为0。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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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总结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看出，转登记后纳税人在一般纳税人期间销售或者购进的货

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自转登记日的下期起可能发生销售折让、中

止或者退回，或者因税务稽查、补充申报需补缴税款，才会导致原记入“应交税费

—待抵扣进项税额”余额发生变化，此余额不得冲减简易计税计算的增值税税款。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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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提升财务人职业价值

微信搜索“财务第一教室”

关注我们，提升你的价值

新浪：@财务第一教室

Tel  ：400-600-2148 务第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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