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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由上述三种不同办法计算的结果可

以看出，生产企业出口简易征 税办法货

物，可以选择第二种办法，即办理免抵

退 税单证不齐申报 后适用免征增值税

政策，对企业最有利。

需要指出的是，案例中公司出口货物

不得直接选择免征增值税政策，因为该

企业不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公司出口

的货物不属于直接免征增值税的出口货物

范围，出口贸易方式不属于免征增值税范

围，因而货物出口后应当适用免抵退增值

税政策，应当依照规定办理单证不齐的

免抵退税申报，而不能直接适用免征增

值税政策。而只有未按规定申报或未补

齐增值税退（免）税凭证的出口货物劳务，

才可以依照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

同样的，案例中公司出口货物也不

得直接适用征收增值税政策。因为该企

业出口货物不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 [2012]39 号）第七条第

一款规定的七种直接适用征收增值税

政策的出口货物劳务的范围，而只有未

依照规定申报免税的出口货物，才能依

照规定适用征收增值税政策。因此，公

司不得直接适用征收增值税政策。

（作者单位 ：四川省绵阳市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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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通常都存

在到期报废的固定资产，或由于设备更

新换代而闲置的固定资产，或由于改变

生产产品的种类而不再使用的固定资产。

对于这些固定资产，首先应当根据《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在停止使用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更

重要的是要准确掌握好列支这些资产损

失的时间点，否则就可能给企业带来涉

税风险。

近日，一税务机关对某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在 2011 年

列支固定资产损失 3 406 290.59 元，项

目内容为机器设备损失。会计分录为 ：

借 记累计 折旧 1 446 801.74 元 ，借 记

固定资产清理 3 406 290.59 元，贷记固

定资产 4 853 092.33 元 ；借记营业外支

出 3 406 290.59 元，贷记固定资产清理

3 406 290.59 元。从凭证上的会计分录

看，并没有体现处置这些机器设备的收

入，税务人员又查找“固定资产清理”账

簿和“营业外收入”账簿，均未发现处置

这些机器设备的收入。

企业财务人员解释说，这是因为该

公司在 2011 年由于调整产品生产品种，

淘汰了部分生产线，一些今后不需要的

机器设备被拆卸下来，目前仍被存放在

仓库之中，至今还没有变卖处理。考虑

到这些机器设备已经不能为企业再创造

价值，财务人员就将这些固定资产的原

值减去计提折旧之后的余额列作资产损

失，并打算在将来变卖这些机器设备之

后，再将处置收 入记入“ 营业外收 入”。

财务人员认为 ：这些机器设备还没有变

卖处理，可以将固定资产净值列支为损

失，等将来实际变卖这些资产之后仍然

会将处置收入记入“营业外收入”，从长

远来看并没有少列收入、多列支出，最

终不会造成少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存

在一个时间差而已。

税务人员认为，这些机器设备虽然

已经被拆卸下来，但没有变卖处理，相

关的处置收入并没有实现，因此这些资

产的实际损失情况无法真实、准确地确

认，在没有变卖这些资产之前，这些损

失并没有实际发生。因此，税务人员根

据有关税法的规定，认定该公司多列支

出，属于偷税行为，要求该公司补缴企

业所得税税款 851 572.65 元，并对所偷

税款给予 425 786.32 元的罚款。

企业 在处置固定资产损失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好报损的时间点，否则就可

能给企业带来涉税风险。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的规定，

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

理的支出，包 括成本、费用、税金、损

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在企业没有销售这些固定资

产之前，企业只是存在发生损失的可能

性，这种潜在的损失并没有实际发生，

因此在销售这些资产之前是不应当列支

损失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 的通

知》（国税发 [2009]88 号）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 ：“固定资产报废、毁损损失，其账

面净值扣除残值、保险赔偿和责任人赔

偿后的余额部分，依据下列相关证据认

定损失 ：（ 一 ） 企业内部有关部门出具的

鉴定证明 ；（ 二 ） 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小的

固定资产报 废、毁损，可由企业逐项作

出说明，并出具内部有关技术部门的技

术鉴定证明 ；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大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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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报 废、毁损，企业应逐项作出专

项说明，并出具专业技术鉴定机构的鉴

定报告，也可以同时附送中介机 构的经

济鉴定证明 ；（ 三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毁损、报 废的，应当

有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如消

防部门出具受灾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

事故现场处理报告、车辆报损证明，房

管部门的房屋拆除 证明，锅炉、电梯等

安检部门的检验报告等 ；（ 四 ） 企业固定

资产报废、毁损情况说明及内部核批文

件 ；（ 五 ） 涉及保险索赔的，应当有保险

公司理赔情况说明。”根 据《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

政 策的通 知》（ 财税 [2009]57 号）第八

条和第十三条之规定，对企业毁损、报

废的固定资产，应当以该固定资产的账面

净 值减除残值、保险赔款和责任人 赔

偿后的余额，作为固定资产毁损、报 废

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并且

企业对其扣除的各项资产损失，应当提

供能够证明资产损失确属已实际发生的

合法证据 ， 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

据、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的经济鉴

证证明、具有法定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技

术鉴定证明等。以上规定中，一是在报

损金额上强调的是以该固定资产的账面

净值减除残值、保险赔款和责任人赔偿

后的余额 ；二是在本质上强调的是资产

损失确属已实际发生。因此，企业在没

有变卖这些固定资产之前，企业的资产

损失并没有实际发生，更无法确认损失

发生的准确金额，是不能作为损失在所

得税前扣除的。企业应当在实际销售这

些资产之后，以该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减除残值收入，再加上处理这些资产的

有关支出，准确计算出资产损失的金额。

此时这些资产损失才可以 在所得税前     

扣除。

另外，企业在处理固定资产时还应

当注意涉及的增值税问题，要根据《财

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

税 转 型改 革 若 干问 题的通 知》（ 财 税

[2008]170 号）文件的规定，区分不同情

形计算缴纳增值税。

（作者单位 ：河南省南阳市国家税务

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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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会计云计算至今仍然未能在社

会中普遍应用，其根源是会计云计算的

积极推动者仍然是云计算供应方（即云

计算服务的提供商），而会计云计算的需

求方（企业）虽然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但依

然坐壁上观，而没有转化成有效需求。

要改变这种状况，企业必须依据云计算

技术，实行企业商业模式革命，实现企

业转型。

一、产业企业在推行云计算建

设中需要端正的认识

（一）经济主导而不仅是技术主导 ：

产业企业云计算建设性质的认识问题

 许金叶  许 琳

企业商业模式的革命：

会计云计算建设的前提

不可否认，信息技术（云计算技术）

至关重要，没有它，企业的业务与组织无

法高效运转。云计算是一种作为服务提

供的信息技术，它节省了组织构建和维

护数据中心的昂贵的开支。但是，企业云

计算建设的主角是经济效应和业务转型

而不仅是技术。企业要实现组织与业务

在“云中构建，云中部署”是根据企业经

济发 展的需要而定的。云时代的主角是

企业，而不是云服务提供商。正如居民是

否购买房子要视居民家庭发展和经济能

力而定，并不受房地产供应商忽悠。否则

居民可能由于高价买房而影响居民的家

庭发展。这也是当前社会云计算建设的

情形。

（二）云计算建设把企业从销售产品

转变为提供服务 ：一个错误的认识 

当前有许多云服务提供商（如软件

企业）认为，云计算技术的发 展，使得

企业与云服务提供商一样，企业从提供

产品转变为提供服务，从提供简单的服

务提升到提供大规模个性化服务。这是

一个错误的观点。云计算让企业由原来

向软件 （ 或 硬件 ） 企业购买硬件或软件

转变为购买信息化服务。软件 （ 或硬件 ）

企业（云计算下叫云服务提供商）不销售

具体软件或硬件产品，而提供服务。随

着企业信息化的发 展（包括云计算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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