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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的抵扣进项税时间

宋德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

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以下简称销售货物

或者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

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 = 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因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 足抵扣时，

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进项税抵扣时间受销项税

额控制——即只要有销项税额就 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抵扣完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即为应纳税额。由

此将有三种情况产生：（1）当本月商品购进金额等于本

月商品销售金额时，销项税额等于进项税额，企业的应

纳税额为零——无纳税额；（2）当本月商品购进金额大

于本月商品销售金额时，销项税额小 于进项税额，企业

为负纳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 ）—— 无纳税额；（3）当本

月商品购进金额小于本月商品销售金额时，销项税额

大于进项税额，企业为正纳税额—— 有纳税额。用下例

说明此三种情况。

例：如某一般纳税人企 业，3 月初库存商品（ 不含税

进价）为 50 万元，差价为 10 万元，待扣进项 税额（系上

年结转，并在 1、2 月份按规定抵扣后的余额 ）为 8.5 万

元，本月实现商品销售金额 30 万元，当本月商品购进

（从一般纳税人企业进货，税率为 17% ）分别为（不含税

价）30 万元、40 万元和 20 万元时，购进商品的进项税

额分别为 5.1 万元、6.8 万 元和 3.4 万 元，商品进销 差

价率为 20% ，企业应纳税额分别为：

（1）本月商品购进金额等于本月商品销售金额 30

万元时：

进项税额为 5.1 万元

销项税额为 30 ×17% = 5.1（万元）

应纳税额 =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 5.1- 5.1 = 0

（2）本月商品购进金额（40 万元）大于本月商品销

售金额 30 万元时：

进项税额为 6.8 万 元

销项税额为 30 ×1 7 % = 5.1（万元）

应纳 税额 =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5.1- 6.8 = - 1.7（万

元 ）

（ 3）本月商品购进金额（20 万元）小于本月商品销

售金额 30 万元时：

进项税额为 3.4 万元

销项税额为 30 ×1 7% = 5.1（万元）

应纳税额 = 销项 税额-进项税额 = 5.1- 3.4 = 1.7（万

元）

从上例可知，企业的销售额并非决定 企业应纳税

额的唯一因素，随商品购进而增加的进项税额也影响

着企业的应纳税额。这种销售额不能决定纳税额的问

题，实际是受进项税抵扣时间影响所致。为解决这一问

题，笔 者认为，只要 企 业实现应税销售额就应有纳税

额。进项税的抵扣时间，应按该商品实现销售的时间作

为抵扣时间。为此，笔者建议采 用综合进项税率的办

法，分期抵扣进项税额。即用本月进项税额占本月商品

成本的比率，分摊抵扣本 月已销商品进项税额。其公式

如下：

应抵扣已销商品进项税额 = 已销商品成本 ×综 合进项税

率

上例用随商品销售分摊待扣进项税额公式计算可

得如下结果：

（1）本月商品购进金额等于本月商品销售金额时：

销项税额 = 30 ×1 7% = 5.1（ 万元）

抵扣进项税额 = 25 ×17 % = 4.25（万元）

应纳税额 = 5.1- 4.25=0.85（万元）

（2）本月商品购进金额大于本月商品销售金额时：

销项税额= 30 ×17% = 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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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抵扣进项税额 = 25 ×17% = 4.25（万元）

应纳税额 = 5.1- 4.25= 0.85（万元）

（3）本月商品购进金额小于本月商品销售 金额

时：

销项税额 = 30 ×17% = 5.1（万元）

应抵扣进项税额 = 25 ×17 % = 4.25（万元）

应纳税额 = 5.1- 4.25 = 0.85（万元）

从以 上结果看出：决定企业应纳税额的是企业的

销售额，与企 业的商品购入额无关，这符合增值税法

的有关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一）销售货

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

售款凭据的当天。（二）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同时亦符合会计处理的权责发生制原则，正确反映了

财政收入，防止了企业“拖欠”税款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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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境外投资财务管理

  促进跨国经营健康发展

刘运 朋  邸胜 军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得到

了迅速发展，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 不 少问

题。本文针对我国境外投资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探

讨如何规范境外投资财务管理，促进跨国经营的健康

发展。

一、境外投资财务管理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境外投资财 务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主要表现

在：

（一）家底不清。经贸部是我国境外投资的审批部

门，据统计，截止 1993 年底，经我国政府批准在境外开

办的企业是 4 497 家，中方投资额是 51.6 亿 美元。而国

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提供的情况则表明，我国目前 在境

外设立的企 业达万余家，境外投资总额已达数百亿美

元，境外企业的资产总额近 2 万亿人民币。究 竟我国境

外企 业有多少家、实际投资额是多少、投资效益如何，

境外资产的总规模多大，没有哪个部门能够较为准确

地掌握。

（二）境外投资失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提供的

境外投资数字与经贸部提供的境外投资数字相差很

大，这表明有很多境外投资未经国家批准。 一些地 方和

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故意逃避监督管理，这是境外

投资失控的主要原因。他们或是以在境外办展览、开招

商会等为借口，将资本汇到境外；或是 直接截留应收境

外帐款用于投资；或是以出口为 名将成 套设备或其他

资产运到境外用 于投资。更有一些企业为了避开我驻

外使馆的管理而以 个人名义在 当地登记注册，这不仅

使我国境外投资失控，更重要的是造成国 有资产的流

失。

（三）境外投资的效益较差。我国多数境外投资项

目的投资规模不足 100 万美元，这 样小的投资规模很

难在当地发展成为有影响的 企 业：由 于不能形成规模

经济、知名度较低，故在当地的筹资成本较高，经营成

本上升，企业失去竞争力，有很多企业长期处于 亏损境

地。

（四 ）部分境外企 业内部经营管理混乱。我国多数

境外投资的规模很小，所 设立的企 业 只有 2～ 3 个人，

个别人既当董事长 ，又 兼总经理，同时还是国有资产的

产权代表，缺乏内部控制制度，无法形成科学的决策体

系和经营管理体系。同时由于缺少财会人员，没有健全

的内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帐务混乱、公私消费

不清。

（五）投资单位对境外企业的管理不当。目前我国

还没有一套统 一的境外投资财 务管理办法，许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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