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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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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计税方法

 应纳增值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增值税计税方法

 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简易计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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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抵扣的关键：进项税额

 退税的关键：进项税额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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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会计科目的设置       财政部会计司颁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印发)

类型 计税方法 一级科目                二级明细科目

纳税义务
一般计税方法

应交税费

          1.应交增值税           (10个专栏)

          2.未交增值税

          3.增值税留抵税额

          4. 待抵扣进项税额

          5. 待认证进项税额

          6.预缴增值税

          7. 待转销项税额

          8.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9.增值税检查调整

简易计税方法           10.简易计税

扣缴义务           11.代扣代交增值税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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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会计科目的设置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专栏）

                借                方                      贷                方

1.进项税额 1.销项税额

2.销项税额抵减 2.出口退税

3.已交税金 3.进项税额转出

4.转出未交增值税 4.转出多交增值税

5.减免税款

6.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                贷方无余额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二、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一）进项税额抵扣的一般政策规定

（二）进项税额抵扣方式

（三）一般情况抵扣的税会处理

      1.增值税发票“勾选认证”三种方式

      2.取得抵扣凭证当期认证且抵扣或按规定抵扣的税会处理

      3.取得抵扣凭证当期未认证，后期认证抵扣税会处理

      4.货物等已验收入库但未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的税会处理

      5.外贸出口企业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的税会处理

（四）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前进项税额的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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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项税额抵扣的一般政策规定
《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八条　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
      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二）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三）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 
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2019年4月1日后为9%）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进项税额计算公式：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四）自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境内的不动产，从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
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准予抵扣的项目和扣除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二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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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项税额抵扣的一般政策规定
《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

       第25条  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二）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三）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
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2019年4月1日后为9%）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买价，是指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价款和按照规定缴纳的烟叶税。
购进农产品，按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抵扣进项税额的除外。
   （四）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自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
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第26条  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
    

二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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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项税额抵扣方式

二

 以票抵扣

 计算抵扣
 进项税额抵扣方式

 核定扣除

 特殊扣除  销项税额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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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进项税额抵扣方式

以票抵扣

（1）增值税专用发票      纳税人如需用于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或申请出口退
税、代办退税，应当登录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确认发
票用途。（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5号）
      特别注意ETC通行费电子票据：
      ETC预付费客户可以自行选择在充值后索取不征税发
票或待实际发生通行交易后索取通行费电子票据。
      客户在充值后索取不征税发票的，在服务平台取得由
ETC客户服务机构全额开具的不征税发票；实际发生通行
交易后，ETC客户服务机构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均不再
向其开具通行费电子票据。（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 税务总
局 国家档案局公告2020年第24号）

（2）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3）海关取得的专用缴款书

（4）通行费电子发票

（5）旅客运输电子发票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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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进项税额抵扣方式

计算抵扣

（1）农产品收购发票
（2）农产品销售发票

进项税额=买价×9%或9%+1%
收购烟叶进项税额 =（收购价+价外补贴10%+烟叶税20%）×9% 

（3）从小规模取得专票（3%） 进项税额=不含税金额×9%或9%+1%

（4）桥、闸通行费发票 进项税额＝发票金额÷（1+5%）×5%

（5）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
电子客票行程单

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CNY代表人民币；CN代表“民航发展基金”；YQ代表“燃油附加费”

（6）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 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9%

（7）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
路等其他客票 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3%

核定扣除 免税农产品 购进免税农产品实行核定扣除的纳税人

特殊抵扣 房地产企业取得财政票据等
 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及拆迁补偿费=土地出让金和拆迁补偿费×（销
售建筑面积÷可售建筑面积）
销项税额抵减=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及拆迁补偿费÷（1+9%）×9%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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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情况抵扣的税会处理
   1.增值税专用发票三种“勾选认证”方式【综合服务平台（发票管理系统2.0版）】

二

抵扣勾选

 勾选认证方式

代办退税勾选

退税勾选

抵扣勾选

外贸出口企业

一般企业

抵扣勾选

 勾选认证方
式

抵扣勾选

外综服企业 退税勾选

代办退税勾选

退税勾选

抵扣勾选生产出口企业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15

（三）一般情况抵扣的税会处理
   1.增值税专用发票三种“勾选认证”方式【综合服务平台（发票管理系统2.0版）】

二

”发票抵扣/不能抵扣勾选“
勾选保存抵扣/不抵扣发票（单笔、
批量）

                 “抵扣勾选”
确认税款所属期，查询可勾选发票

“勾选抵扣统计”
           申请统计

申报

“抵扣勾选统计”
        撤销统计后，
       可继续勾选

“勾选抵扣统计”
             确认签名

“勾选抵扣统计”
       统计查询

申报期内

        ”发票退税勾选“
     保存勾选发票（单笔、批量）

            “退税勾选”
确认税款所属期，查询可勾选发票

     “退税确认勾选”
对当期已勾选发票进行
确认
        确认后不可撤销

申报

“退税统计”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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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情况抵扣的税会处理
   2.取得抵扣凭证当期认证且抵扣或按规定抵扣的税会处理

       

        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年10月12日

购进一批材料，材料已验收入库，取得一份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上注明金额100万元，税额13万元，款项已

支付。

     

     

     该公司当月进行了勾选确认，该纳税人应于11月申报

期内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3万元。

      借：原材料                                             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00 

        贷：银行存款                                        1130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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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情况抵扣的税会处理
   3.取得抵扣凭证当期未认证，后期认证抵扣税会处理

       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年10月1日购

进一批材料，材料已验收入库，取得一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上注明金额100万元，税额13万元，款项已支

付。

       （1）该公司10月1日记账时，发票尚未认证。

 借：原材料                                                  10000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30000 

        贷：银行存款                                        1130000 

     （2）该公司11月12日进行勾选确认并于10月申报

期申报抵扣。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00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30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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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情况抵扣的税会处理
    4.货物等已验收入库但未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的税会处理

       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年10月12日

购进一批材料，货物清单上注明的价格为113万元，材

料已验收入库，但尚未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未付款。

       11月17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

为100万元，税额为13万元。11月30日对该发票进行了

勾选认证确认。

   （1）10月12日记账时，按照货物清单价格100万元

（不含税）暂估入账。但不需要将进项税额暂估入账。

 借：原材料                                                  1000000  

     贷：应付账款                                          1000000 

     （2）11月1日，用红字冲销原暂估入账金额

 借：应付账款                                             1000000  

     贷：原材料                                            1000000

    （3）11月17日取得该专用发票账务处理。

借：原材料                                                 10000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30000

     贷：应付账款                                        1130000

    （4）11月30日对该发票进行的勾选认证确认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00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30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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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情况抵扣的税会处理

5.外贸出口企业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的税会处理
      某市外贸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具有进出口经
营权，属于非出口收汇重点监管企业。该公司征税率
13%、退 税率13%。
       2022年10月16日购入出口商品取得两张增值税专
用发票，能够明确内销和外销购进的商品，并分别核算
内销和外销的进项税额。10月内销购进增值税专用发票
金额300 000元，税额39 000元(税率13%)；外销购进
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00 000元，税额26 000元(税率
13%)，银行存款已支付款项。10月底分别进行了抵扣
勾选认证和退税勾选认证。    

  （1）内销购进商品，“抵扣勾选”认证：

　借：库存商品--库存内销商品                     3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9 000

        贷： 银行存款                                       339 000

  （2）外销购进商品，“退税勾选”认证：　

   借： 库存商品--库存出口商品                      200 000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26 000    

      贷：银行存款                                           226 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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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前进项税额的抵扣（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59号）

      1. 纳税人自办理税务登记至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期间，未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未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简易
计算应纳税额申报缴纳增值税的，其在此期间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可以在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抵扣进项
税额。
      2. 上述增值税扣税凭证按照现行规定无法办理认证或者稽核比对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1）购买方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关于推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73号）规定的程序，由销售方纳税人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重新开具蓝字增值税专用发
票。
       购买方纳税人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73号规定填开《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或《开具红
字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时，选择“所购货物或劳务、服务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或“所购服
务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
    （2）纳税人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6号）规定的程序，经省税务局稽核比对相符后抵扣进项税额。

       本公告所称的“未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未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简易计算应纳税额申报缴纳增值税”，指的是纳
税人按照会计制度和税法的规定，真实记录和准确核算的经营结果。通过隐瞒收入形成的“未取得生产经营收入，
未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简易计算应纳税额申报缴纳增值税”，不在本公告规定之列。

二



三、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一）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抵扣

（二）用途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抵扣 

1.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不予抵扣

2.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不予抵扣。

3.非正常损失涉及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

4..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划分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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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抵扣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 

      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

动产，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

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1.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2.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3.取得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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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抵扣

                
1.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函【2006】
969号）
   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分“无法认
证”“认证不符”“密文有误”“重复认
证”“认证时失控”“认证后失控”和“纳税人
识别号认证不符（发票所列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
与申报认证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不符）”等类型。

           

    “金税工程增值税信息管理系统”校验存在问

题的专用发票，除了“属于税务机关责任以及技

术性错误造成的”外，都属于“不符合规定的扣

税凭证”，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根据该规定，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在业务真实的基础上，销售方须将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才能成为符合规

定的扣税凭证。销售方未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并走逃的，开具的专票成

为“失控发票”，受票方不得抵扣。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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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抵扣

   2.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
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
（2）《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
〔2000〕182号）；
（3）《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
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0〕187号）；
（4）《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
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
号）；
（5）《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
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
（6）《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可以分为为他人虚开、为

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

种违法形式。

三

  非善意取得

虚开专用发票

     取得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

   善意取得

虚开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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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抵扣

              

  国税发【2000】182号：
       一、购货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注明的销售方
名称、印章与其进行实际交易的销售方不符的，即国税
发【1997】134号文件第二条法规的“购货方从销售方
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的情况。
       二、购货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销售方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外地区的，即国税发
【1997】134号文件第二条法规的“从销货地以外的地
区取得专用发票”的情况。
      三、其他有证据表明购货方明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系销售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即国税发【1997】
134号文件第一条法规的“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
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情况。

      
国税发【2000】187号：
      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
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
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
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
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
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法规不
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
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
国税函【2007】1240号：
      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能重新
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准许其抵扣进项税款；如
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不准其抵扣进项
税款或追缴其已抵扣的进项税款。【补税不加收滞纳金】

三

 非善意取得虚开专用发票 善意取得虚开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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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

（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
      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
　　根据税务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仍对
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或虽然可以联系到企业代理记账、报税人员等，但其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企业
实际控制人的，可以判定该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

    走逃（失联）企业存续经营期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对应属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增值税扣税凭
证：
    1.商贸企业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的；生产企业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且无委托加工，或生产能耗与销售情
况严重不符，或购进货物并不能直接生产其销售的货物且无委托加工的。
　2.直接走逃失踪不纳税申报，或虽然申报但通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进行
虚假申报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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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

（2）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8号
       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
    （一）纳税人丢失、被盗税控专用设备中未开具或已开具未上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非正常户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申报或未按规定缴纳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稽核比对发现“比对不符”“缺联”“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经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涉嫌虚开、未按规定缴纳消费
税等情形的；
    （五）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6年第76号）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抵扣异常凭证，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其对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
范围：
    （一）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占同期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70%（含）以上的；
    （二）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超过5万元的。
      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尚未申报出口退税或已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异常凭证，其涉及的进项税额不计入异常凭证
进项税额的计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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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

     

1.购进商品入库
 借：库存商品                                               1000000
        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00
        贷： 银行存款                                      1130000
 借：库存商品                                                  130000
     贷：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30000

借：库存商品                                        130000
    贷：增值税检查调整                          130000
借：增值税检查调整                              130000
     贷：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            130000
借：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                 130000
      贷：银行存款                                  130000

    【如果已结转成本，涉及到企业所得税，做纳税调整】

三

 未申报抵扣  暂不允许抵扣

 已未申报抵扣  进项税额转出

 一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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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

     

      1.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取得异常凭证且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办理出口退税或抵扣消费税的，可以自接到税务
机关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实，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出口退税或消费税抵扣相关规定的，可不作进项税额转出、追回已退税款、冲减当期允许抵扣的消费税税款等处理。
     2.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认定的异常凭证存有异议，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实，符合现
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或出口退税相关规定的，纳税人可继续申报抵扣或者重新申报出口退税；符合消费税抵扣规
定且已缴纳消费税税款的，纳税人可继续申报抵扣消费税税款。

三

 出口企业

 未申报、已申
报但尚未办理

 免抵退办法

 免退税办法

 暂不允许办理出口退税

 已经办理出口退税  进项税额转出

 已经办理出口退税  追回已退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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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途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抵扣 （《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

       第27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
       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
务。
    （四）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以及该不动产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五）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在建工程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所称货物，是指构成不动产实体的材料和设备，包括建筑装饰材料和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通
讯、煤气、消防、中央空调、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设备及配套设施。】
        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财税【2019】39号公告】
    （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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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服务

   

     A外贸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2022

年10月10日购进一批毛巾和洗涤用品用于销售，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不含税金额10万元，增值税额1.3

万元，款项已支付，当月认证抵扣。2022年11月，该

纳税人将所购进的毛巾和洗涤用品职工餐厅。

       

   

（1）10月份购进认证抵扣

借：库存商品                                                 100000

         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0

         贷：   银行存款                                  113000

（2）11月份用于职工餐厅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                      113000

    贷：库存商品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3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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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服务

   

     B建筑企业为一般纳税人，既有一般计税方法，也有

简易计税方法，能够分别进行核算。2022年10月10日

购进一批建筑用钢材，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不含

税金额10万元，增值税额1.3万元，款项已支付，当月

认证抵扣。2022年11月，该纳税人将所购进的该批钢

材全部用于甲供材工程。

       

   

（1）10月份购进认证抵扣

借：原材料                                                   100000

     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0

     贷：  银行存款                                        113000

（2）11月份用于甲供材工程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113000

    贷：原材料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3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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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
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不得抵扣
   
     

       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包括基础设施资产经营权、公共事业特许权、配额、经营权(包括特许经营权、连锁经
营权、其他经营权)、经销权、分销权、代理权、会员权、席位权、网络游戏虚拟道具、域名、名称权、肖像权、
冠名权、转会费等。（财税【2016】36号附件1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

三

 无形资产（不包括
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专用于一般计税项目 租入、外购、固定资
产和不动产（自建）

 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兼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
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
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全额抵扣

 不得抵扣

 不区分用途，全额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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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解析

   
     C工业企业为一般纳税人。2022年10月10日购进一
栋新建三层楼房，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不含税金
额600万元，增值税额54万元，款项已支付，当月认证
抵扣，一、二层用作职工食堂和餐厅，三层用作办公室。

借：固定资产                                              6000000
         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40000
        贷：  银行存款                                  6540000
       

   
       C工业企业为一般纳税人。2022年10月10日购进
一栋新建三层楼房，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不含税
金额600万元，增值税额54万元，款项已支付，当月认
证抵扣，三层都用作职工食堂和餐厅。

（1）10月份账务处理
借：固定资产                                              6000000
       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40000
          贷：银行存款                                   6540000
（2）11月份做进项税额转出
借：固定资产                                                540000
    贷：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540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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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正常损失涉及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
              《增值税条例实施细则》 《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附件1）

      第24条  条例第十条第（二）项所称非正常损失，是
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三种情形）的
损失。

        第二十八条  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
被盗、丢失、霉烂变质，以及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货物或
者不动产被依法没收、销毁、拆除的情形。

        管理不善属于主观原因，企业是可以避免发生的，但企业还是发生该类损失。
      自然灾害损失等不可抗力形成的资产损失，是否属于管理不善？
      市场环境的突然变化，大量存货滞销导致产品过期而导致的损失，是否属于管理不善？

三

 违反法律法规

   被盗

管理不善

 依法拆除

    丢失

霉烂变质

 依法销毁

 依法没收



不得抵扣政策的进项税额政策和税会处理

36

    3.非正常损失涉及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

       餐饮企业购进的新鲜食材不易保管，还没用完就过期或变质了，是否属于非正常损失？

       超市销售的食品过了保质期还没有卖掉就销毁了，是否属于非正常损失？

三

    在产品、
产成品所耗用

   购进货物

非正常损失

 购进服务

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交通运输服务

 设计服务  建筑服务

   购进货物 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交通运输服务

    不动产
不动产所耗用

不动产在建工
程所耗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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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非正常损失涉及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

   
    

三

   非正常损失

   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丢
失、霉烂变质，以及因违反法律
法规造成货物或者不动产被依法
没收、销毁、拆除的情形。

    正常损失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生产过程中的合理损耗；
因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发生
的损毁

允许抵扣

不得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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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甲生产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2022
年10月购进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货
物金额20万元，税额2.6万元，运费发票金额2万元，税
额0.18万元，并于当月勾选抵扣，款项已付。2022年11
月，该纳税人仓库由于被盗，造成上述原材料全部丢失。
 （1）2022年10月账务处理
借：原材料                                                   220000
       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7800
           贷： 银行存款                                    247800
 （2）2022年11月账务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247800
   贷：原材料                                                    2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7800 
借：营业外支出--非正常损失                            247800
  贷： 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247800

      乙生产企业为一般纳税人，生产包装食品，适用一般
计税方法。2022年10月购进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列明的货物金额20万元，税额2.6万元，运费发票
金额2万元，税额0.18万元，并于当月勾选抵扣，款项已
付。11月该原材料生产的某批次在产品因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被依法没收。
（1）2022年10月账务处理
借：原材料                                                   220000
       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7800
         贷： 银行存款                                     247800
 （2）2022年11月账务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247800
   贷：生产成本                                               2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7800 
借：营业外支出--非正常损失                            247800
  贷： 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2478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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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划分

《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
法计税项目销售额+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当期全部
销售额
       注：
     1.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上述公式依据年度数据对不
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行清算。
      假如每月都有此情况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况：
      每月计算的合计数<全年合并计算的合计数，要进行
调整进项税额转出。    

      2.纳税人在计算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时，简易计税方法
计税项目销售额和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为含税销售额。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
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2号）
第六条规定：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应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安装服务可以
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一般纳税人销售外购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如果已经按照兼营的有关规定，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
服务的销售额，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计税。
　　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
按照“其他现代服务”缴纳增值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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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丁公司是从事机器设备制造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
用税率为13%，对所销售机器设备提供安装服务。销售机
器设备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安装服务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2022年10月，制造该设备购进的原材料等可抵扣的
进项税额70万元，月底勾选认证抵扣，但是无法划分一
般计税和简易计税进项税额。
      11月该公司销售机器设备一般计税方法不含税销售额
600万元，安装服务简易计税方法实现不含税销售额150
万元，款项银行存款收讫。
（1）销售机器设备业务账务处理
借：  银行存款                                            678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6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80000
（2）安装服务业务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1545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1500000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45000       

    （3）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700000×1500000÷（6000000+1500000）
             =140000（元）
借：生产成本（工程施工）                              14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40000

    应纳税额比较
1.混和销售
    应纳税额=（6000000+1500000）×13%-700000
                 =275000（元）
2.兼营销售
   应纳税额=6000000×13%-（700000-140000）
+150000×3%=265000（元）
 3.节省增值税=275000-265000=10000（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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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计算抵扣和加计抵减--1.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的政策

时间 税率 加计抵扣率 生产或委托加
工税率

政策依据

1994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13% 0 17%、13% 《增值税暂行条例》

2017年7月1日—2018年4月30日 11% 13% 17% 财税【2017】37号

2018年5月1日—2019年3月31日 10% 12% 16% 财税【2018】32号

2019年4月1日— 9% 10%
(9%+1%) 13% 财税【2019】39号公告

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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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计算抵扣和加计抵减--2.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凭证

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1.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2.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与销售发票票面都是农业生产者销售

自产农产品，区别在于收购发票是买方开具，发票左上角

打印“收购”两字。

　　销售发票是指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适用免征增

值税政策而开具的普通发票，由卖方开具，不打印“收购”

两字，主要有农场、农村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时开具和农业

生产者个人销售自产农产品，到税务机关代开的免税普通

发票。

1.批发、零售环节纳税人销售免税农产品开具的免税发票

（1）免征蔬菜（财税〔2011〕137号）

（2）部分免税鲜活肉蛋产品（财税〔2012〕75号）

2.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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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计算抵扣和加计抵减--2.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凭证

项目 销售方 一般情形
用于生产和委托
加工13%税率货

物

既用于生产和委托加工13%税
率货物，又用于一般情形，未

分别核算的

抵扣凭证

从批发、零售
环节购进农产
品，未享受免
税的

一般纳税人9% 9% 9%+1% 9% 增值税专用发票

小规模纳税人3% 9% 9%+1% 9% 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口农产品 进口9% 9% 9%+1% 9% 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

农业生产者自
产农产品

农业生产者免税 9% 9%+1% 9% 农产品销售发票

农业生产者免税 9% 9%+1% 9% 农产品收购发票

从批发、零售
环节购进免税

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免税
不得抵扣 不得抵扣 不得抵扣 免税发票

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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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计算抵扣和加计抵减--2.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凭证

农产
品免
税发
票

一是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初级农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 可抵扣

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 财税〔2008〕81号 可抵扣

三是制种企业在特定生产经营模式下，生产销售种子；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7号 可抵扣

四是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 财税[2011]137号 不可抵扣

五是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部分鲜活肉
蛋产品 财税[2012]75号 不可抵扣

六是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8号 可抵扣

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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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计算抵扣和加计抵减--3.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的税会处理
案例分析

      A公司是棉布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一
般计税方法，销售棉布适用税率为13%。2022年10月
业务如下：
      1.从农业合作社收购棉花，取得免税普通发票金额十
份，金额100万元；
      2.从农业生产者收购棉花，开具收购发票金额十份，
金额100万元；
      3.从增值税一般人棉花加工公司购进皮棉，取得增值
税发票一份，金额100万元，税额9万元；
      4.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皮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金额100万元，税额3万元；
      5.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皮棉，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金额103万元；
      6.从国外进口配额棉花，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
款书一份，金额100万元，税额9万元；
      以上款项均已银行支付。10月底，上述购进的原材
料均领用投入生产，不考虑其他因素。
  

---购进时账务处理
1.借：原材料                                               91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
2.借：原材料                                               91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
3.借：原材料                                             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0000
        贷：银行存款                                    1090000
4.借：原材料                                               94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0000
        贷：银行存款                                    1030000
5.借：原材料                                             1030000
         贷：银行存款                                    1030000
6.借：原材料                                             109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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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计算抵扣和加计抵减--3.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的税会处理
---领用时账务处理
1.借：生产成本                                              9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000
        贷：原材料                                            910000
    生产领用时加计扣除额
                =（收购金额）1000000×1%=10000（元）
2.借：生产成本                                              9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000
        贷：原材料                                             910000
    生产领用时加计扣除额
                =（收购金额）1000000×1%=10000（元）
3.借：原材料                                               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0000
        贷：原材料                                          1090000
     生产领用时加计扣除额
          =（专票票面金额）1000000×1%=10000（元）
  

4.借：原材料                                                 9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000
        贷：原材料                                            940000
     生产领用时加计扣除额
          =（专票票面金额）1000000×1%=10000（元）
5.借：原材料                                             1030000
         贷：银行存款                                    1030000
    取得的普通发票不得抵扣，领用时业务加计扣除。
6.借：原材料                                               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0000
        贷：原材料                                          1090000
     生产领用时加计扣除额
        =（缴款书票面金额）1000000×1%=10000（元）
注意：
       1.在生产领用时，再加计扣除1%。（实务中，取得
发票就按10%抵扣的错误做法）。
       2.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取得的普票不得抵扣，领用
时也不得加计扣除。（实务中存在领用扣除的情况）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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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1.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的政策

1.《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

2.《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财税【2013】57号）；

3.《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35号)；

4.《关于明确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6号)；

5.《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

6.《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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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1.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的政策

四

    参照法

 投入产出法

      农产品
核定扣除的方法       成本法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
×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率÷(1＋扣除率)
      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当期销售货物数量（不含采购除农
产品以外的半成品生产的货物数量）×农产品单耗数量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主营业务成本
×农产品耗用率×扣除率/(1＋扣除率)
      农产品耗用率=上年投入生产的农产品外购金额/上年生产
成本

销售的货物税率为13%，对应的扣除率为13%；
销售的货物税率为9%，对应的扣除率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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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2.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税会处理
                                 案例分析

      A乳制品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年10月份，

销售10 000吨酸奶，其主营业务成本为6 000万元，农

产品耗用率70%，原乳单耗数量为1.06，原乳平均购买

单价为4 000元/吨。使用投入产出法计算核定的进项税

额。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

率/（1＋扣除率）

       =10 000×1.06×4000×13%÷（1＋13%）   

       =4877876.11（元）。

账务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877876.11

      贷：主营业务成本                             4877876.11 

注意：

     

四

销售的货物税率为13%，对应的扣除率为13%；
销售的货物税率为9%，对应的扣除率为9%。

购进时原材料时：
借：原材料
     贷：银行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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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3.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会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当期销售农产品数量÷（1-损耗率）×农产品平  
              价购买单价×扣除率9%÷（1+扣除率9%）
 损耗率＝损耗数量/购进数量（税务机关核定损耗率）
                                案例分析
      A纺织厂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外购皮棉为原料生
产棉纱，2022年10月，自农民合作社处收购皮棉500吨，
取得对方的增值税普通发票10张，票面金额200万元，
款项银行已支付。
      该企业皮棉无期初库存，当月对外直接销售皮棉100
吨，每吨不含税售价4 400元，款项已收。假定当地税务
机关核定的损耗率为5%。      
     （1）购进时
借：原材料                                              2000000
      贷：银行存款                                    2000000  

（2）销售时
借：银行存款                                           4796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44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9600
（3）计算进项税额
期末平均购买单价=2000000÷500=4000（元）
核定扣除进项税额
                    =100÷（1-5%）×4000÷（1+9%）×9%
                      =34765.81（元）
其他业务成本=100÷（1-5%）×4000÷（1+9%）
                     =386286.82（元）

借：其他业务成本                                      386286.82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765.81
     贷：原材料                                           421052.13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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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4.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税会处理理
      1.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包
括包装物、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等）
      
    2.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当期耗用农产品数量/（1-损耗率）×农产品平价
     购买单价×扣除率10%或9%/（1+扣除率10%或9%）
                     案例分析
       A胶合板厂，一般纳税人，农产品核定扣除企业，
投入产出法。收购原木加工胶合板，当月领用原木380
吨加工销售胶合板的外包装板 ，76吨用作锅炉燃料（符
合环保要求），平均收购单价1300元/吨，损耗率为1%，
计算收购的原木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抵扣的
进项税额？

  (1)当期耗用原材料
  =（380+76）÷（1-1%）×1300
  =598787.88（元）
 （2）当期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380+76）÷（1-1%）×1300÷（1+10%）×10%
 =54435.26元
  (3)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                                    544352.62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4435.26
    贷：原材料                                       598787.88

     注：这里的包装物、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等，
是购进的农产品加工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用作辅助材
料和燃料时，用此方法核定。实务中，有好多人把直接
构建的包装物等也采用此方法核定，是错误。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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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4号）
    

      六、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改变用途，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

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并从当期进项税额中

扣减：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已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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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A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年6月份自建
的一生产车间投入使用，取得建筑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300万元，税额27万元，当月已勾选
认证抵扣。
      2022年6月，该企业因职工生活需要，把生产车间
改用于职工餐厅。
      当时该生产车间计入“固定资产”的价值为300万元，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20年），不考虑残值。
1.2020年7月--2022年6月累计折旧金额
     3000000÷20÷12×24=300000（元）
2.该生产车间的净值
     3000000-300000=2700000（元）

3.该生产车间的净值率
     2700000÷3000000=90%
4.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270000×90%=243000（元）

5.2022年7月，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借：固定资产                                                    243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24300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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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4号）

       

       七、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按照下列

公式在改变用途的次月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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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A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年6月份自建
的一职工餐厅投入使用，取得建筑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300万元，税额27万元，当月已勾选
认证抵扣。
      2022年6月，该企业因生产需要，把职工餐厅改用
于生产车间。
      当时该职工餐厅计入“固定资产”的价值为327万元，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20年），不考虑残值。
1.2020年7月--2022年6月累计折旧金额
     3270000÷20÷12×24=327000（元）
2.该生产车间的净值
     3270000-327000=2943000（元）

3.该生产车间的净值率
     2943000÷3270000=90%
4.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270000×90%=243000（元）

5.2022年7月，做进项税额抵扣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43000               
   贷：固定资产                                              24300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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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采掘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财税〔2015〕117号）

        一、煤炭采掘企业购进的下列项目，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巷道附属设备及其相关的应税货物、劳务和服务；

    （二）用于除开拓巷道以外的其他巷道建设和掘进，或者用于巷道回填、露天煤矿生态恢复的应税货物、劳务和服务。

       二、本通知所称的巷道，是指为采矿提升、运输、通风、排水、动力供应、瓦斯治理等而掘进的通道，包括开拓巷

道和其他巷道。其中，开拓巷道，是指为整个矿井或一个开采水平（阶段）服务的巷道。所称的巷道附属设备，是指以

巷道为载体的给排水、采暖、降温、卫生、通风、照明、通讯、消防、电梯、电气、瓦斯抽排等设备。

       三、本通知自2015年11月1日起执行。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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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进项税抵扣特殊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0号 ）

        二、自2017年9月1日起，纳税人以承运人身份与

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

然后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全部或部分运输服务时，自行

采购并交给实际承运人使用的成品油和支付的道路、桥、

闸通行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

   （一）成品油和道路、桥、闸通行费，应用于纳税人

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的运输服务；

   （二）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符合现行规定。

     1. 取得的成品油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是自行采购的，

对于由实际运输户采购的，则不得抵扣。

      2. 取得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具的“成品油

专用发票”。 

     3. 成品油必须是实际承运人用于完成的运输服务，对

于赠送等形式给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不可以抵扣。

     4. 要区分高速公路与其他道路、桥、闸通行费，并进

行正确计算。

    5. 要注意区分通行费电子发票与通行发票的不同。

七 特殊行业企业进项税额抵扣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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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业进项税额抵扣特殊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

       二、建筑企业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后，以内部授

权或者三方协议等方式，授权集团内其他纳税人（以下

称“第三方”）为发包方提供建筑服务，并由第三方直

接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的，由第三方缴纳增值税并向发

包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的建筑企

业不缴纳增值税。发包方可凭实际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

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公告中的“集团”是“集团公司”的俗称，并不是

指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集团”，是指以总分公

司或者总分支机构内部独立核算组织形式构成的有限公

司。

      适用前提：

      （1）内部授权或三方协议的证明；

      （2）收款人与开票人必须为同一纳税人。

七

 发包方

 建筑企业

 集团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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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房地产企业取得土地出让金及拆迁补偿费特殊扣除政策和账务处理

（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8号第五条规定，当
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
建筑面积÷房地产项目可供销售建筑面积）×支付的土地
价款。
（2）财税[2016]140号第七条规定，向政府部门支付的
土地价款，包括土地受让人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和拆
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三步计算法；
    （1）已开发项目对应的土地出让金及拆迁补偿费
=土地出让金及拆迁补偿费×（已开发项目占地面积÷开
发用地总面积）

     （2）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
=已开发项目对应的土地出让金及拆迁补偿费×（当期销
售建筑面积÷可供销售建筑面积）
      （3）销项税额抵减金额
=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1+9%）×9%

  借：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开发产品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贷：主营业务成本

七 特殊行业企业进项税额抵扣政策规定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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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2.《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4号）；

3.《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1号）；

4.《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7号）；

5.《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3号）；

6.《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纾困发展有关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2年第11号）。

八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和税会处理



67

八
本质 是一种优惠政策，抵减的是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额（A）

适用范围 邮政、电信、现代和生活服务业                 生活服务业

开始时间             2019年4月1日               2019年10月1日

截止时间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抵减比例                    10%                    15%

加计抵减额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或15%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B）=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
加计抵减额

加计抵减规
则

1.A=0，B全额结转下期。实际应纳税额=0。
2.A˃0且A˃B，B全额在A中抵减。实际应纳税额=A-B。
3.A˃0但A≤B，将A抵减至0，B-A结转下期继续抵减。实际应纳税额=0。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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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不得加计抵减的情形 加计抵减的管理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

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具体的操作原则是，出口和内销的进项税额能够分开核

算的，出口直接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加计；

      对于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

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

     ＝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

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如果前期已经抵扣的进项，也参与加计抵减了，以后

期间，发生已经抵扣的进项税转出，应当在进项税额转出

的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加计抵减政策仅适用于境内环节，出口、跨境业务

对应的进项税额均不得加计抵减。

       纳税人应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抵减、调减、

结余等变动情况。

      骗取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或虚增加计抵减额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额，

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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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19年4月23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关于〈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适用〈增值
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应纳税额）

                    贷：银行存款

                           其他收益（加计抵减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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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A服务业一般纳税人，适用15%加计抵减政策。2022年10月，销项税额为140万元，认证抵扣进项税额100万元，

其中可抵扣进项税额100万元，进项税转出10万元；上期结转的加计抵减额余额5万元。简易计税项目销售额100万

元（不含税价，征收率3%）。此外无其他涉税事项。计算该纳税人当期应纳增值税额。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100×15%=15万元

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10×15%=1.5万元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5+15-1.5=18.5万元

一般计税项目: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140-100-10=30万元

　　抵减后的应纳税额=30-18.5=11.5万元　　

简易计税项目：

　　应纳税额=100×3%=3万元

      应纳税额合计=11.5+3=14.5万元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330000 

                    贷：银行存款        145000

                                               （115000+30000）

                           其他收益       185000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和税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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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B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年适用于生活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10月实现销售额250

万元，其中生活服务业100万元，符合《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现代服务业销售额150万元。当月

共实现销项税额9万元，进项税额共发生5万元，无法准确划分用于应税项目与免税项目。

进项税额转出金额=6×100÷（100+150）=2.4万元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5-2.4=2.6万元
可加计抵减额=2.6×15%=0.39万元
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9-2.6=6.4万元
加计抵减后增值税应纳税额=6.4-0.39=6.01万元

借：应收账款等                                          259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9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等                                       24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4000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64000
       贷：银行存款                                         60100    
              其他收益                                           3900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和税会处理



   九、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税会处理

（一）增值税留抵税额抵减欠税

（二）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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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增值税
留抵税额

 出口企业

抵减增值税欠税

 抵减查补税款欠税

一般企业

留抵退税

抵减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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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用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

税欠税问题（国税发【2004】112号）
关于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有关处理事项的

通知
（国税函【2004】1197号）

      一、对纳税人因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而产生
期末留抵税额的，应以期末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
税。
      二、纳税人发生用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
税时，按以下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一）增值税欠税税额大于期末留抵税额，按期
末留抵税额红字借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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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若增值税欠税税额小于期末留抵税额，
按增值税欠税税额红字借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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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税务文书的填开
    当纳税人既有增值税留抵税额，又欠缴增值税而需要抵减的，应
由县（含）以上税务机关填开《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
税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式样见附件）一式两份，纳税
人、主管税务机关各一份。
     二、关于抵减金额的确定
     抵减欠缴税款时，应按欠税发生时间逐笔抵扣，先发生的先抵。
抵缴的欠税包含呆账税金及欠税滞纳金。确定实际抵减金额时，按
填开《通知书》的日期作为截止期，计算欠缴税款的应缴未缴滞纳
金金额，应缴未缴滞纳金金额加欠税金额为欠缴总额。若欠缴总额
大于期末留抵税额，实际抵减金额应等于期末留抵税额，并按配比
方法计算抵减的欠税和滞纳金；若欠缴总额小于期末留抵税额，实
际抵减金额应等于欠缴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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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留抵税额抵顶查补税款欠税（国税函【2005】169号）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拖欠纳税检查应补缴的增值税税款，如果纳税人有进项留抵税额，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用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2号）的规定，用增值税留抵
税额抵减查补税款欠税。

    A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年10月期末
累计欠税100万元，期末累计留抵52万元，11月
初根据税务部门《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
欠税通知书》，以期末留抵52万元抵减增值税欠
税。假设截至通知发出日，欠税应加收滞纳金金额
4万元。

        欠税和滞纳金总额=100+4=104万元

      根据规定，欠缴总额104万元，由于欠缴总额大于期末留抵税
额，实际抵减金额应等于期末留抵税额，并按配比方法计算：
     1.抵减的欠税=100×52÷104=50（万元）
     2.抵减滞纳金=4×52÷104=2（万元）
       注意，如欠税是多次发生的，则应按欠税发生时间逐笔抵扣，
先发生的先抵扣。
      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20 000
             营业外支出                                            20 00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500 000
     剩余补缴税款和滞纳金
     1.补缴税款=52-50=2（万元）
     2.补缴滞纳金=4-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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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0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
号）；
4.《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4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7
号）；
6.《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持续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
第19号）；
7.《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1
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
第11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2022年7月份增值税留抵退税申请时间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5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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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39号公告 2022年第14号公告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一般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1）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6个月（按季纳税
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6个月增
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2）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
（3）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
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4）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
以上的；
（5）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政策的。

      办理留抵退税的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行业
纳税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
（2）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骗取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3）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
处罚两次及以上;
（4）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2019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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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留抵税额 存量留抵税额

      按照2022年第14号公
告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微企
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纳税人，
均可以自2022年4月纳税申
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按照2022年第14号、17号和21号公告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
企业，申请存量留抵退税的起始时间如下：
    （1）微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4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
留抵税额;
     （2）小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5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
量留抵税额;
     （3）制造业等行业中的中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5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4）制造业等行业中的大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10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5）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可以自2022年7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可以自2022年7月纳税
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时间为申请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的起始时间，当期未申请的，以
后纳税申报期也可以按规定申请。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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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留抵税额 存量留抵税额

       

      存量留抵税额，是指留抵退税制度实施前纳税
人形成的留抵税额。 
   （1）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当期
期末留抵税额≥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的，
存量留抵税额为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当
期期末留抵税额＜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
的，存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2）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存量
留抵税额为零。

      

        增量留抵税额，是指留抵退税制度实施后，即
2019年4月1日以后纳税人新增加的留抵税额。
     （1）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增量
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2019年3月31日相
比新增加的留抵税额。　　
     （2）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增量
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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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
留抵退税

  免退税办法

存量留抵税额

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留抵退税

 增量留抵税额

      非相关进项税额？？？

免抵退税办法  先免抵退税；再留抵退税。

出口企业

一般企业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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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原账务处理：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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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务机关核准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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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际收到留抵退税款项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                   

 新账务处理：

          

   财政部会计司：《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适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

                                               2022年6月24日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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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会计司：《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适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

                                               2022年6月24日

 将已退还的留抵退税款项缴回并继续按规定抵扣进项税额

纳税人将已退还的留抵退税款项缴回并继续按规定抵扣进项

税额时，按缴回留抵退税款项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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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借：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                                    

        贷：银行存款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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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抵退税   留抵不退税  VS

  风险预警，税务核查   资金紧张，需要资金

 留抵退税的困惑
 纳税人可以选择申请留抵退税，
也可以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纳税人自愿申请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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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关于严厉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

                                税总稽查发〔2022〕42号

                            国家税务总局             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海关总署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2年5月17日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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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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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额要正确

进项税额是关键

避免风险创效益

依法纳税尽义务  

             小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