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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的抵扣 及 其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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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税的抵扣

税法规定，企业运用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

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其已纳税额准予从应纳

消费税税额中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扣除。计算公

式如下：

1.外购的应税消费品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当期准予扣

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

其中：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期初库存

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当期购进的应税消费品买价 -期末

库存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

2.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

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期初库

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当期收回的委托加工应

税消费品已纳税额-期末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

额

为准确把握税法的有关规定，正确确定准予抵扣

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是抵扣范围。根据税法规定，只有同时满足

下述两个条件才准予抵扣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1）

最终产品是应税消费品；（2）最终产品生产耗用的材料

是应税消费品，并已纳消费税。对于委托加工的应税

消费品，还应符合以下条件，即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

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

料，否则不得作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其次是计税依据。外购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依据是

销售额，公式中的买价是指购货发票上注明的销售额

（不包括增值税税款）。如果是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则

应按下列公式进行换算：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1+增值税税

率或征收率）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依据可能是受托方同

类应税消费品的售价，也可能是组成计税价格，其计

算公式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1-消费税税率）

第三是抵扣方法。一律采用扣税法，在计税时是

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准予扣除外购或委托加工收

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
最后，纳税人用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纳税珠

宝玉石生产的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

在计税时一律不得扣除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珠宝玉

石的已纳消费税税款。
二、消费税抵扣的会计处理

（一）帐户设置

为了分别反映企业实际应交未交消费税和待抵扣

消费税情况，企业可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置“未交消

费税”明细科目，核算企业实际应交未交的消费税；在

“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 科目下设置 “待抵扣税

额”，“转出税额”和“已抵扣税额”等专栏，分别核算属

于消费税抵扣范围的已纳消费税税额的发生，转出和

抵扣情况。
另外，为便于准确确定当期准予扣除的应税消费

品已纳税额，企业在有关存货帐户中，应将用于连续生

产应税消费品的应税消费品，按外购和委托加工收回

设置明细帐户，分别核算买价和加工成本。这样，直接

依据明细核算资料就可确定当期生产领用和库存的外

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加工

成本，根据有关计算公式即可计算出准 予扣除的应税

消费品已纳税额。
（二）帐务处理

1.对于本期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 ，

凡是用于或可能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其已纳

税额均视为符合抵扣条件，借记“应交税金——应交消

费税（待抵扣税额）”科目，贷记“应付帐款”或“银行存

款”等科目。若在购进或委托加工收回时就已确定不

再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则应计入外购或委托

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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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拟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已税应税消费

品改变用途，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管理

部门等其他方面或发生了非常损失，其已纳税额应予

转出，计入有关的成本或损失，即借记“生产成本”、“在

建工程”等有关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

（转出税额）”科目。
3.对于当期准予抵扣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额，应

转入“应交税金——未交消费税”的借方，即借记“应交

税金——未交消费税”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消费税（已抵扣税额）”科目。
4.期末“应交税金——未交消费税”的贷方余额即

是期末企业应交未交的消费税税额。
举例说明如下：

例：甲企业委托乙企业加工汽车轮胎 20 只，发出

材料的实际成本为 4 000 元，加工费为 800 元，乙企业

同类轮胎的单位售价为 400 元。10 月 15 日甲企业将

轮胎提回后，将其中的 16 只当即投入生产（加工费及

乙企业代交的消费税均未结算），10 月 20 日，管理部门

领用轮胎 1 只，11 月 10 日全部出售生 产出的 4 辆汽

车，售价为每辆 40 000 元，11 月 15 日实际交纳汽车消

费税。轮胎的消费税率为 10% ，汽车的消费税率为 8%。
有关会计处理如下：

轮胎应纳的消费税=400×20×10% =800 元

应转出的已纳税额=400×1×10 % =40 元

准予扣除的已纳税额=400×16×10 % =640 元

汽车的消费税=40 000×4×8% =12800 元

10.15 借：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待抵扣税额）  800

贷：应付帐款  800

同时，借：应交税金——未交消费税  640

贷：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已抵扣税额）  640

10.20 借：管理费用

贷：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转出税额）  40

11.10 借：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12 800

贷：应交税金——未交消费税  12 800

1 1.15 借：应交税金——未交消费税  12 160

贷：银行存款  12 160

（三）会计报表列示

由 于期末“应交税金——未交消费税”帐户的贷方

余额是企业已确定的一项负债，应在资产负债表“未交

税金”项下列示；又由于消费税属于价内税，而“应交税

金——应交消费税”帐户的借方余额，实质上是企业期

末库存应税消费品的已纳税额，应是其成本的构成之

一。因而属于流动资产项目，应列入资产负债表的存货

项目，而不宜冲减企业的未交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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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承兑

汇票出 票

应记载的 事项
徐国章

商业承兑汇票作为汇票的一种，其运作可分为出

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追索权六个环节。本文根

据《票据法》谈一谈商业承兑汇票在出票这一环节上

应记载的事项。
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给收款人的

票据行为。它是创造票据、创设票据权利的首次行为。
它由票据的作成和交付两部分构成。票据的记载事

项，即票据的文义，是用来确定票据权利人享有的票

据权利和票据债务人承担票据债务的。根据记载后所

产生的效力不同，可以将出票行为的记载事项分为应

记载事项、任意记载事项、不产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

载事项和不得记载事项四种。

一、应记载事项。应记载事项包括绝对应记载事

项和相对应记载事项两种。
（一）绝对应记载事项，是指票据法规定必须在票

据上记载的事项，若欠缺记载，票据因之无效。根据

《票据法》第 22 条，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 ：（1）表明

“汇票”的字样；（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3）确定的金

额；（4）付款人名称；（5）收款人名称；（6）出票日期；（7）

出票人签章。汇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汇

票无效。

1.表明“汇票”的字样。商业承兑汇票应为“商业

承兑汇票”字样，它是为了界定该票据是商业承兑汇

票而非本票、支票，它适用的是商业承兑汇票的规则。
在实务中，人们使用的商业承兑汇票一般都是印刷制

作成的空白格式凭证，已印就“商业承兑汇票”的字

样，出票人不必再另行记载。
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所谓支付的委托就是汇票

的出票人委托付款人支付汇票金额的一种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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