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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税额12万元。当月买卖金融商品，取得买卖差价318万

元（正差）。

1.按照22号文规定做如下会计处理（单位：万元）：

（1）计算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借：投资收益                                                18

       贷 ：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18

（2）月末，计算缴纳增值税

由于“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科目的借方余额大于

贷方月，产生留抵税额6万元，不做账务处理。

（3）缴纳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18

       贷 ：银行存款                                                           18

2.申报表填写如表1。

按照现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制度，填报申报表时把金融商

品转让应交的增值税计入销项税额。因此，计算本期应纳税

额合计为12万元，并不是根据会计处理计算的18万元。由此

造成会计处理与纳税申报产生冲突。

四、处理建议

月末时，比较“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科目的余额：如果为借方余额，则不做账务处理，在账外登

记；如果为贷方余额，则先将“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科目的余额转入“销项税额”科目。借记“应交税费── 转让

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贷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

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一会计处理是将“转让金融商品应

交增值税”科目核算的税费计入销项税额，再与进项税额等

科目计算得出本月应交增值税。因此，通过做此分录，就能

将“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还原为“应交税

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这样就保证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的增值税也能够抵扣进项税额，与之前的做法一致。

如果有借方余额则不做账务处理，是因为根据36号文规

定，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

额。若相抵后出现负差，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期转让金融

商品销售额相抵。金融商品转让的亏损不能由其他销售货物

或者提供服务的销售收入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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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单位 ：元

税

款

计

算

销项税额 11 240 000

进项税额 12 120 000

上期留抵税额 13

进项税额转出 14

免、抵、退应退税额 15

按适用税率计算的
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16

应抵扣税额合计 17=12+13-14-15+16 120 000

实际抵扣税额
18（如 17<11, 则为 17，

否则为 11）
120 000

应纳税额 19=11-18 120 000

期末留底税额 20=17-18 120 000

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
应纳税额

21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
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22

应纳税额减征额 23

应纳税额合计 24=19+21-23 1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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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云 赋能中国企业”主题大会在北京举行
图片新闻

不久前，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用友云 赋能中

国企业”主题大会在北京举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王文京表示，企业计算从企业级升维到社会级，企业将全面走向

云化，云服务将成为企业 IT 产业新模式。用友云通过数字营销、智能制

造、智慧采购、企业金融服务，以及业务、金融、IT 融为一体的行业平

台等帮助企业实现客户导向、数据驱动、快速创新和响应市场的业务创

新。通过协同办公、财务与人力资源的共享服务、智能管理等帮助企业

实现员工能动、实施运营的管理变革。通过提供随时、随地、随设，按

需使用、按量付费的云服务模式，降低 IT 使用成本和难度，帮助企业实现 IT 简便化。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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