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查帐知识

专题 讲座 工商所得税查帐方法介绍之三

——关于课税的收入额与所得额的审查

武汉 市江汉 区税务局

一、销售收入的审查

工商所得税是以集体企业的所得额即利润额 为征

税对象。所得额计算是否正确，关系到纳税是否准确和

纳税人的负担。

企业所得额是企业销售收入减去成本、上交 管理

费、上交工商税等项支出的余额。要审查利润额必须审

查销售收入额和以上几项支出额是否准确。

企业的全部销售收入，包括纳工商税和不纳工商税

的两部分。在查所得税时，一般还应对销售收入作进一

步的检查与核实，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审查：

1.帐、票、表三相符。企业每一时期的帐簿、发

票、报表所反映的销售收入应该是一致的。如不相符，常

见的是发票大于帐表。原因有三个：一是开了发票，尚

未收款，也未记入应收款，形成短报收入；二是开了发

票，没有按时入帐，挪作下期收入，影响当期利润；三

是开了发票，销售货款设有进帐，被贪污挪用了。根据

权责发生制的规则，企业开了发票，就是销售行为的发

生，就要作为本期销售收入。因此，核实三不相符的情

况，应以企业的发票数为根据，来审查帐面数和报表数，

看二者是否相符。凡是使用发票比较少，金额又比较大

的，一般应逐笔核对发票，核对银行进帐单，核对销售

明细帐。发票较多，销售收入较零星，张张核实有困难

的，可以采用按日按月加总核对销售明细帐的办法，票

大于帐的应按超出部分纳入帐内，以求票帐相符。
2.对收据的审查。企业的收据只能作为临时性的

内部的结算凭证，不能代替销售凭证。但有些企业往往

违反这一规定，将应该开出销货发票的销售收入，以开

出非正式的收据或调拨单，代替正式的发票。如其销售

收入进入销售帐内，即违反发货票管理办法、要督促企

业补写发票。销货款如果没有进入帐内，或者记入帐内

未记入销售科目内的，属于漏记销售收入，应该在核实

后，从有关科目调入销售科目内。

3.不开任何凭证的销售的审查。有些企业销货不

开发票，也不开收据，直接进行交易，或以货抵债，或

以货易货，需要严格审查。检查这类问题，应不匡于帐

簿，可以从帐上发现问题，然后到帐外检查落实，也可

以从帐外通过调查，找到线索，再到帐内查核落实。
4.主业以外的零星收入的审查。按照工商税 法

的规定，企业的一切收入，均应合并计算所得额。但有

些企业常常只计算主业收入，其他零星收入未作计算。
例如销售产品的价外补贴，房租收入，固定资产出租收

入，利息收入，运输收入，押金收入，出售下脚料的收

入等等。按照财务制度规定，有的应作为“销售”科目

的其它收入，有的应记入生产费用的贷（减）方，冲抵发

生数，有的则应记入“营业外收支”科目。只要记 入〓

上几个科目，就不影响所得额，如果记入了各项基金帐

户或往来帐户，就影响所得额的计算。有的将上列各项

收入留作小金库，放在帐外活动，那就不仅违反现金管

理，也偷漏了所得税。

通过以上检查，可以正确核定企业的销售收入额和

利润额，为计算所得税打下基础。

二、上交税金的审查

工业企业交纳的工商税是随着产品销售的 实 现而

实现的，在核实销售收入的基础上，销售税金就有可靠

的计算依据。由于销售税金是影响企业实现利润的变化

因素之一，因此在核实企业利润时，检查销售税金应注

意以下四点：

1.由于集体工业企业应交纳的销售税金，一般都

是在“应付款项一应付税金”帐户中核算的。企业在决

算之前，必须根据销售帐户各有关明细帐户的 “销售收

入”栏的发生额乘以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金，作为应付

税金记帐。由于有的企业计算上发生错误，或者是采取

估计列帐，结果提取数与实际数有出入，因此应付税金

子目出现余额。如果是应交数大于实交数，除已计税金

未 交 外（次月交库），其余额就是税金多提了，应调减

税金增加利润；如应交数小于实交数，其余额就是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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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应补足税金并减少当期利润，要求做到利润表上

的“税金”栏应付税金和实际交纳的税金相一致，特别

是年终汇算时，应当做到这一点。检查方法主要是将开

出的工商税缴款书，包括已入库的和未入库的存根联与

企业应付税金明细帐进行逐月核对，便能一清二楚。如

某企业，在汇算清交1980年度的纳税检查中，通过核对

发现六月份只实交产品销售工商税 17，640 元，而预提

“应付税金”为20，653元，多提3，012元，年终决算时又

未调减，在汇算检查时，直接调增了利润。
2.工商税应纳税额经过检查如有补退，应以 退

补后的税金数额为准（特别是年终汇算清交），应补的相

应减少本期利润，应退的相应增加本期利润。
3.经过年终汇算清交的纳税检查，对已被查出应

补或应退的工商税金，都已列作了当年损益处理，但由

于汇算时间，大都是在次年一季度进行，应补上年的工

商税金或应退上年的工商税金均应在上年利润科目 中

处理。但有的企业作当年损益处理，补税时 借（减）记

“销售”和贷（减）记“银行存款”。退税时借（增）记“银

行存款”和贷（增）记“本年利润”；有的企业还将属于

利润预交和补交所得税也误计入了销售税金等。通过检

查销售帐户借（减）方发生额或本期利润帐户贷（增）方

发生额以及记帐凭证，就能发现问题。
4.企业交纳的工商税，有的不属于商品销售环节

的税金，如：对于受托加工烟、酒、糖、鞭炮四种高税率

产品，由受托方代扣的税款，不应列为企业的税金，应

属委托方负担。此外，在采购环节交纳的工商税，应并

入该产品的成本，不能列入销售税金。

三、上交行政管理费和销售费用的审查。

行政管理费是集体企业按规定向主管部门上交的

一种费用。管理费是根据企业销售总额按规定的比例计

提，在“应付款—应付管理费”帐户内核算。审查的方

法是看是否按本期销售额和规定的比例提取，提取的

数额是否正确。容易发生的问题是：有的月内销货退回

或让价部分没有减去；有的不按规定比例计提。发现有

多提或少提现象都应予以调整。

销售费用是指在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运输、包装等费

用以及为销售产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如门市部门）的

经常费用。在查帐时应着重注意：有的企业动员职工为

本企业搬运货物出仓或装车，并未支付任何报酬，却用

白纸单据在销售费用中列支运输费，提取现金作为小家

当；有的企业将属于专用基金列支的费用，作了销售费

用。这些问题，一般通过凭证帐表，从支出性质、用途

来加以鉴别。对于有的企业在购进包装物时，一次作销

售费列支，但实际上并未全部用完，而结存之包装物又

未作盘存处理。因此，在审查销售费用时，应注意包装

物的列支与实际使用数量（金额）是否相符。

四、营业外收支项目的查审。

营业外收支是非业务经营的收入或支出。正确地处

理营业外收支，有利于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的正确 核

算。按照现行会计制度规定，营业外收入包括逾期未退

包装物押金收入和其它收入等。营业外支出包括：企业

搬迁费、劳动保险费、编外人员生活费、职工及其家属安

置回乡补助费、停工损失、积压物资削价损失和加工改

制费、职工子弟学校和技工学校经费、新产品试制失败

损失、非常损失、呆帐损失、展览费用、落实政策补发工

资和生活困难补助费、取消订货损失等。在实际工作中，

有的企业将属于营业范围的收入作为营业外收入（如材

料盘盈和出售下脚废料等收入），影响成本核算；有的企

业将不合制度的开支，列入营业外支出；有的企业把营

业外收入记入了基金，把属于基金的开支（或损失），记

入营业外支出等。另外还应注意收支项目的具体内容，

如有的列支不应由本企业负担的费用，有的将生产费用

已列支的又在营业外重复列支，有的将不应由本期负担

或应分期负担的开支一次在营业外支出中列支等等。因

此，对营业外收入的检查，主要从各种专用基金，如更新

改造基金、企业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

生产发展基金等明细科目的增方发生额中逐项审查。审

查是否将应作营业外收入的职工退回的赔款、赃物收入

（属于企业的部分）、历年遗留无法清偿的帐款等作为

基金收入。对营业外支出的检查，主要就帐户的发生额，

查对记帐凭证，审查是否有超出规定范围和不属 于营

业外的支出作为营业外支出，以及将应属于基金范围的

支出（或损失）列作营业外支出。总之，对于不合制度规

定的营业外支出，该调整的调整，该剔除的剔除。

五、课税所得额的计算。

由于一些特殊规定，课税的所得额与企业的利润总

额不完全一致，因为有些扣除减征因素。如：新增利润

归还贷款，接受外商来料加工的利润和按规定提取的企

业基金，超利润的减征等，都是在企业利润总额中扣除

以后，计算征税所得额的。此外还应注意上期检查中核

增或核减利润与本期利润（计税所得额）的衔接问题。

对核增或核减计税利润的企业，本应根据当时查帐报告

中的具体内容，分别调整帐目，但有的企业往往没有调

帐，故在保持前期计税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在计算本期

利润（计税所得额）时，必须与上期检查中所列增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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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衔接一致。如上期因漏盘或少盘材料，企业没有调

帐，本期结算已全部盘存入帐，则上期查补的数额就属

于递延性问题，在本期计算所得额时，还应减除这一因

素。总之，在审查课税所得额的计算时，一定要正确核

算计税利润，同时，还要正确使用税率，做到税额计算

准确。

税 务 专 管 纵 横 谈

运用税收的杠杆作用  调节企业利润

叶 才

目前，“税小利大”的情况，不利于企业

的生产和经济核算。以我们上海市税务二分局

管的纺织、仪表行业来看，1980年，纺织系统

的平均工商税率为9.3%，仪表系统为6.3%；
纺织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为21%，仪表为33.3%。
税利比例是：纺织税占三分之一弱，利占三分

之二强；仪表税占六分之一，利占六分之五。
且税率长期不变，产品间的税负也很不合理，

致使品种之间的单位利润相差悬殊，不利于生

产计划的安排。如每吨纯棉纱的利润为659元，

而每吨中长纤维纱的利润却高 达1，943元，花

费同样的活劳动，利润相差两倍。又如纯棉印

染布的百米利润为16元，中长纤维印染布的百

米利润为106元，相差五倍多，而税率却都 是

8 %，这就影响企业生产纯棉织物的积极性。
由于“税小利大”，销售利润率过高，把

企业的浪费给掩盖了，既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

管理，影响企业增收节支的主动性，又容易引

起对福利、奖金的不满足情绪。以电视行业为

例，前几年，电视机是亏损产品，财政上予以

免税扶植和亏损弥补，企业对成本评比很感兴

趣，处处精打细算，不断挖掘潜力，争取扭亏

为盈。近两年，由于工艺改革、劳动生产率提

高以及元器件大幅度降价等主客观原因，使行

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上升到20% 左右，有的原

来是亏损户，现在已一跃成为年利润在二千万

元以上的大户。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

利润过高，个别企业已开始自满自足起来，花

钱大手大脚，对成本评比的兴趣也淡薄了。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促进企业进一步降低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专管员已提出建议，从

1982年开始，对已经免税七年的电视机恢复征

收工商税，一年可增加税收二千万元。收音机

也同时恢复征税，可以增加税收六百万元。与

此同时，我们还对化纤类纱、布、袜子、内衣

的十大类产品，提出了一个以税挤利的调查测

算，设想通过对高利产品提高工商税率 等 措

施，使3.68亿元的利润，转化为税收。这样，
我们上海地区纺织行业的税利比重，将各占一

半。我们认为税率还可提高，以达到税占三分

之二，利占三分之一为宜。因为，通过以税挤

利，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促进企业加

强经济核算。为了不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在

改变税利的结构以后，可相应提高企业的利润

留成率，以调动企业不断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对如何运用税收的杠杆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摸索之中，感到大有文章

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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