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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漏增值税的现象不容忽视

陈书国  徐爱华

新增值税实施以来，运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当前

违反税法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仍有一些人利

用增值税发票做文章，以达到偷税、漏税目的。据调查

以下几种偷、漏增值税的现象应该引起税务等部门的

重视。
1.由于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使用和取得专用发票，

也不能据以抵扣税款，特别是与一般纳税人发生业务

时，不能向对方提供专用发票，对方不能据以抵扣税

款，于是有些小规模纳税人就采用一般纳税人税号进

货的“飞过海”的方法进行偷税，既隐满了销售额，又

使一般纳税人得到专用发票得以抵扣税款，造成国家

少征税款，购方不应抵扣的税得到抵扣。
2.根据税法规定，企业购入的机器设备，一般属

于资本性支出，其发生的税额不能计入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固定资产的购入不得

抵扣进项税额；企业购入的备品、配件属于权益性支

出，其发生额可以在当期的增值税中抵扣，不能抵扣

的可以留待以后继续抵扣。一些企业利用这项规定，

千方百计变通手法，在购买机器设备时，要求销售企

业将机器设备化整为零，使固定资产变成了零配件，

蒙骗税务机关。
3.企业“在建工程”中购买的建筑材料，在入帐时

不全部记入固定资产成本，而将部分工程成本记入

“修理费”，造成固定资产的成本不实，用部分工程材

料价款抵扣联抵扣税款，一方面使费用增加，另一方

面又吃掉了企业的部分利润 ，同时又达到了少交所得

税的目的。
4.经营企业购入的商品中常常有一些拒付商品，

这一部分商品的抵扣税，应该从进项税额中转出，但

有些企业并不这样做，少交了一部分税款。
以上偷、漏税现象，税务机关单从抵扣联及抵扣

联清单中，是难以发现有偷税、漏税现象的，只有征收

机关稽查人员从企业的帐务处理和有关凭证及调查

中才能看出其中的问题。因此，建议征管或税务稽查

人员经常深入基层企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以便减

少国家税款的流失。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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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设置税收业务核算岗位

夏 亮

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了

会计人员岗位职责，使会计工作分工明确，职责分明，

为考核会计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我国税收体

制改革，增值税的出台，各种税收和地方各种附加费

的变化，以及税收申报制度的实行，税收稽征关系发

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有些会计人员不熟悉税收政策，

加之财务部门对票证管理不严，造成对国家税、费的

错漏、滞交，甚至偷逃现象。因此建议在企业会计人员

岗位中增设税收业务核算岗位，作为强化税收业务稽

征管理的一项措施，以保证各种税、费及时、足额上

交。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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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报表被“扭曲”

的现象令人担忧

侯茂良

我们在审计中发现，企业虚盈实亏，会计报表被

扭曲的现象相当普遍，其调节利润的手段主要有：一

是积压在库的原料、低值易耗品、在制品、产成品等，

因管理不善或会计核算不严密等原因，发生盘亏、丢

失、变质、毁损和报废，长期作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未按规定及时处理。二是多列在产品或利用待摊费

用、递延资产帐户作“蓄水池”，把已经发生的费用转

入待摊或递延长期挂帐。三是期末不按规定结转材料

的实际成本，致使材料及成本差异“借”方余额长期滞

留帐面。四是坏帐长期不清理而形成潜亏。五是把发

生的亏损设往来帐户长期挂帐，有的单位为完成利润

指标甚至在往来帐上虚列收入，随意调整利润。六是

有的联营企业和股份公司，在对外报表时，将总部与

联营股份或母子公司报表分割，隐瞒联营股份或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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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亏损数额。
企业财务报表严重失真，使国家一系列的宏观调

控措施和法规制度在贯彻执行中受到严重冲击，制约

力被削弱，出现了有法不依、有规难循的局面，导致企

业虚盈、财政虚收的畸形经济状况。为此笔者认为企

业应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建立完善的自我约束机

制，单位领导要保障会计人员正确履行职责。
2.财会人员要遵纪守法，加强法制观念，提高维

护财经纪律，按章办事的自觉性。
3.强化监督检查，通过经常和专项监督，促使企

业做到有章必循、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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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簿启用表的填写不可忽视

黄亦兵

帐簿启用表是用来登记单位名称，帐簿名称；标

明帐簿编号、帐簿页数、启用日期；记载经管人、交接

人、会计负责人并加盖其印章的一种表格。如实填写

这张表格，是启用帐簿记录各种经济业务内容之前的

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会计

人员对此表格不予重视，帐簿已经归档，帐簿启用表

还原封不动，整洁如新。如此这般，一旦发生问题，不

但不便于查找会计档案，而且难以找到真正的会计负

责人。因此，建议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增强责任感，建立

新帐时，应首先填写“帐簿启用表”。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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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以前年度损益  进行

完整帐务处理

谢新年

企业调整以前年度损益主要有以下两种帐务处

理方法（假设企业上一年度因多提福利费 100 元而在

下一年度作利润调整）：

第一种方法：①借：应付福利费  1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0

②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00

③借：利润分配一未分配利润  33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33

（税金上交会计分录略）

第二种方法：①借：应付福利费  1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0

②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0

贷：本年利润  100

③借：所得税  33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33

④借：本年利润  33

贷：所得税  33

⑤借：本年利润  67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67

（税金上交会计分录略）

对于第一种方法，只要在填列会计报表（特别是损

益表、利润分配表）时注意调整有关数字，我们就没有

理由认为其帐务处理是错误的。但笔者认为，第二种

进行完整的会计处理方法更为妥当。理由是：①由于

第二种方法调整以前年度损益是按照一般会计程序

进行的，因而它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会计调整事项对当

年利润总额及净利润的影响；②由于损益表“本年累

计数”一栏“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所得税”等项目的

填列是根据“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所得税”等科目的

发生额分析填列的，因而运用第二种方法填列损益表

时较为便利，实际工作中运用第一种方法调整以前年

度损益事项而在决算中由于种种原因未调整的现象

也不在少数；③第二种方法便于净利润的计算及“盈

余公积——一般盈余公积”、“盈余公积——公益金”

的正确计提。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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