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题解答

栏目主持  崔 洁

会 计 、税 收 处 理问 题 答 疑 九 则

本期特约解答  ★唐爱军★

1、问：我公司为主营农机产品的流通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我公司经营农机产品免征增值

税。现就相关问题请教如下：（1）根据政策规定，农机整机免征增

值税，其配件按 17% 税率缴纳增值税。我公司一直分开单独核

算，就免税货物和应税货物分别计算进、销项税额，如有免税额

直接计入补贴收入，此核算办法是否正确？是否有国家明文规

定？（2）如果上述方法正确.对我公司购进货物所取得的普通发

票，其进项税额如何确定？（3）现用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只能列

示免税货物销售额，而免税货物进项税却无法列示，请问如列示

应列在哪一栏？

答：（1）按照目前增值税相关法规的规定，贵单位的情况应

该按兼营不同税率应税货物或者兼营应税货物与非应税货物的

有关政策进行账务处理，即分别核算的，分别适用相应的税率和

征免政策；未分别核算的，可能会被惩罚性地适用相对较高的税

率，免税部分的政策也可能得不到落实。所以 ，贵单位分开单独

核算是正确的。

（2）一般来说，除税法明确规定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情况外，经营单位都应该尽可能取得专用发票。因为取得的普通

发票，无论是与应征税货物对应的，还是与免税货物对应的，都

不能核算进项税额，这样一来，经营单位就可能会多计缴本环节

增值税。而且，即使是本环节免税，因为计算的免税额较多，也可

能会涉及补贴收入要并入利润总额征收所得税的问题。

（3）免税货物进项税可以列示，但不是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中，而是在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附列表二）中第 14 栏即“二、

进项税额转出”栏目中的“免税货物用”项下填列。

2、问：我公司目前在对计算机、打印机等电子设备类固定资

产计提折旧时，一般按 5 年的折旧年限来计提，但实际上这类资

产的使用价值递减得非常快，通常两三年就要更新一次。我听说

过这类资产折旧年限可以改为 2 年，请问有没有相关文件规定？

另外，改变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者残值率是否必须要到新的会

计年度才能变更？

答：（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放管理的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3]113 号）规定，可

以按 2年折旧的电子设备仅限于证券公司的电子类设备以及外

购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软件。另外，该文件同

时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不允许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对

符合上述加速折旧条件的固定资产，应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

年数总和法。这是一个总体原则，企业在实施加速折旧时应考虑

这一规定与企业实际采用的折旧办法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2）折旧年限变更，一般来说应该是在年初进行。《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规定，纳税人的成本计算

方法、间接成本分配方法、存货计价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

变，如确需改变的，应在下一纳税年度开始前报主管税务机关批

准。否则，对应纳税所得额造成影响的，税务机关有权调整。虽然

目前已取消该等变更需报税务机关批准的规定，但是，原则上企

业还是应该尽可能在年度交替时变更。
（3）为了避免经常办理提前报废手续，建议你公司对于新购

入的计算机、打印机等这类使用价值递减很快的固定资产，在会

计处理时，按 2 年计提折旧，在年度所得税申报时，按 5 年计算

税前可列支的折旧费，前 2 年将差额作纳税调增处理，后 3 年将

差额作纳税调减处理。

3、问：我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以前要交房产税和土地使用

税，去年进行了房改，职工领取了房产证。请问我公司以后是否

还要交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

答：按照我国目前税法规定，房产税是对经营用房产征收，

对个人所有的非经营用房免征房产税。对于个人所有的居住房

屋及院落用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确定减免土地

使用税。比照上述规定，房改后，职工取得住宅房完全产权，并办

理了房产证的，权属不再属于企业，无论职工个人是否用于经

营，企业都不用再负担其房产税。但是这里有一个执行标准，就

是企业要将住宅房从企业的总房产证上剥离，且在账务上做固

定资产清理。
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按理来说如果房

屋建在单位的土地上，房改时应该将土地使用权价值分摊计入

房改房价值，严格来说房改之后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转移。但

是，现实中很多企业这部分处理不规范，也就会造成一些遗留问

题，包括土地使用税的征收问题。比较好的做法是在做固定资产

清理时，按照计算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冲减无形资产价值，并

按评估确定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做备查登记并变更土地使

用权登记。这样一来，如果当地规定有减免政策的，可以方便适

用。

4、问：税务局要求我们将促销品做视同销售，这样做分录：



购入时，借记“库存商品”、“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科目，贷记“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科目；赠送时，借记“营业费

用”科目，贷记“库存商品”、“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科目。（1）从税务局检查的角度这个分录有问题吗？（2）第二个

分录进入营业费用的库存商品，是否以原价进入，不加价可以

吗？（税务局要求我们加价 10% ）

答：（1）分录正确。
（2）第二个分录中库存商品可以按原价进入，不用加价。税务

局要求加价 10% 是作为计算销项税的依据的影子价格，不需要

实际计入。例如，购进商品成本 100 元，计税价格应该按 110 元

[（100×（1+10% ）]而不是 100 元，税额为 18.7 元，完整分录为：

借：营业费用  118.7

贷：库存商品  1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8.7

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中，应交税金应该按照税法规定来计

算，成本则以实际成本结转。

5、问：我单位欠某客户应付账款 1 000 元，通过银行汇款，

对方同意负担汇现金应支付的手续费 30 元，所以我们汇款时直

接从应付总金额中扣除汇款费用汇 970 元，那么该如何进行账

务处理 ？

答：因为严格来说这 30 元是收款单位应负担的财务费用

（手续费），所以建议按照以下方法处理：第一步汇款，“借：应付账款

1 000”；“贷：银行存款 1 000”。第二步是手续费处理，贵单位按

照手续费金额向对方单位开具收据，由对方做财务费用，而贵单

位一方面以银行的手续费单据做其它应收款处理， 收款后根据

自己开的收据冲减其它应收款。

6、问：我公司为生产型企业，是一般纳税人，增值税抵扣联

上货物写：喷漆加工，100，税额 17。分录：借记“管理费用”100

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 元，贷记“现金”117

元。又一张，货物写：汽车修理 100，税额 17。分录：借记“经营费

用-运输费用”100 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17

元，贷记“现金”117 元。请指教.对不对？

答：按照目前增值税相关法规的规定，以下几种情况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购进固定资产；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

税劳务；用于免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用于集体福利

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

物；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

务；未取得合规票据。其中明确包括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

缮、装饰建筑物等所耗用材料物资包含的进项税。所以，如果“喷

漆加工”是设备等的维修和喷漆保养，可归为修理修配劳务，其

进项税应该可以抵扣。至于贵单位核算为管理费用，是否合适，

另当别论。但如果贵单位的喷漆业务是属于应征营业税的“建筑

业—安装（油漆）”劳务的，劳务提供方就不应该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而汽车修理费所包含的进项税，也是可以抵扣的，所以做

进项税核算应该是正确的，但修理费计入经营费用是否合理，另

当别论。

7、问：（1）我公司会在中秋节及春节时向各客户购买月饼及

圣诞票等，能取得发票，此类支出能否在税前列支？（2）有些客户

会要求我们赞助现金，假如能取得发票可否在税前列支？（3）我

公司赞助某知名品牌的模特大赛，取得正式发票，请问在税前如

何列支，可列支比例多少？

答：您说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种情况实际掌握尺度不

一样，但应该不算赞助费。如果此类费用确属于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交际应酬费，可以按规定限额在税前扣除；如果属于非广告性

的赞助费支出的话是不能列支的。还有，如果税务机关认为发生

的此类支出与生产经营无关，就不能税前列支。后两个问题同样

要看与生产经营有无直接关系， 如果与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或

是非广告性的赞助支出，不能税前扣除。

还需要说明的是，企业确实发生的各类费用，并不是取得了

正规发票就允许税前列支，而要看是否符合税法规定。另外，税

法不允许列支而会计制度允许列支或者会计制度未禁止列支，

同时企业自身制度允许列支的，会计处理上一般可以计入费用

或损益，但要作纳税调整。

8、问：某企业在本年前三个季度预缴了 1 000 万的所得税，

但是在当年第四季度汇算清缴时全年应纳税为 50 万，请问这种

预缴超过应缴的部分，是应该退还还是应该抵下一年度所得税？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

[1994]3 号）第五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在年终汇算清缴时，少缴的

所得税税额，应在下一年度内缴纳；多预缴的所得税税额，在下

一年度内抵缴。

9、问：我公司是一般纳税人企业，所用原料中含有化肥，但

一直以来供应商开具给我们的发票都是普通发票。近日，我提出

向他们索要增值税发票，他们以习惯为由，且说化肥属免税产

品，拒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问这种说法对吗？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 号）规定，生产销售的氮肥、除磷酸

二铵以外的磷肥以及以免税化肥为主要原料的复混肥 （企业生

产复混肥产品所用的免税化肥成本占原料中全部化肥成本的比

重高于 70% ）免征增值税；批发和零售的化肥免征增值税。《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收尿素产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

[2005]87 号）规定，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对国内企业生产销售

的尿素产品暂免征收增值税。所以如果贵单位购买的化肥不属

于免税范围，那么对方的说法就不成立，贵单位应该要求对方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贵单位购入的化肥属于税法规定的免

征增值税的范围 ，那么对方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因为习惯，

而是税法规定了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免征增值税货物专用发票管理的通知》（国税

函[2005]780 号）进一步明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免税货物，

一律不得开具专用发票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免税粮食除

外）。如违反规定开具专用发票的，则对其开具的销售额依照增

值税适用税率全额征收增值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并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这里没有例外规定，也就同样适用销售产品给贵单位这样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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