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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新税制下商
品售价核算方 法

文远槐

从 1994 年元月 1 日起，商品销售收入由原来缴纳

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是价外税，实行增值税的企

业，商品销售收入和库存商品金额均不包含税款。为了

适应税制改革和有利于会计核算，一方面要将 1993 年

末的库存商品所含价款与税款进行分离，另一方面在

核算商品销售收入时亦不包含税款。但是，实行售价核

算的零售企业，是以售价控制库存商品的，如果将库存

商品中的价款与税款分离，那么势必会造成零售核算

的混乱。为了做到既能起到售价核算监督和控制的作

用，又符合新的增值税对商品计价的要求，笔者认为，

对零售商业企业，仍应以售价控制库存商品，并相应增

设“库存商品— —销项税额”备抵帐户，核算售价库存

商品中所含的销项税金。下面将年初零售商品库存的

价、税分离和商品购、销的核算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年初零售库存商品的帐务调整

假设某零售商店年初库存商品（含税款）842 400

元，其中商品进销差价 140 400 元，进价成本 702 000

元。

1
.
要求：将零售库存商品中的税款分离出来。

2.分析：因为期初库存商品中含的进价成本和进

销差价，在进价成本和进销差价中又都含有税款。要将

售价库存商品中的价款和税款分离出来，就必须分别

将售价库存中的进价成本和进销差价中的税款分离出

来。

3.价税分离的具体方法如下：

库存商品价税分离的计算比例，根据增值税的扣

除率应为 14.53% ，由于税务部门统一规定，凡外购农

业产品的扣除率为 10%，其他外购项目的扣除率为

14%，所以库存商品的扣除率按 14%计算。

（1）将进价成本中的进项税额分离出来

进项税额= 702 000 ×14% = 98 280

商品价款= 702 000- 98 280= 603 720

（2）将进销差价中的增值税额分离出来

增值税额= 140 400 ×14% = 19 656

进销差价（不含税）= 140 400-19 656= 120 744

价税分离后，商品进销差价率没有发生变化。如分

离前商品进销差价率为 16.67%（140 400 ÷842 400），

分离后的商品进销差价率也是 16.67%（120 744 ÷

724 464）。

4.帐务处理

由于零售企业是以售价核算进行监督和控制的，

税改后，零售企业仍应以售价核算，原有的售价库存金

额不变，只是将分离出来的进项税额以“待摊费用——

期初进项税额”挂帐，分离出来的进项税金和增值部分

的税金（两者之和为未实现的销项税金）以“库存商品

— —销项税额”作为售价库存商品的备抵帐户，反映售

价库存商品中所包含的尚未实现的销项税金。期初挂

帐的进项税，待以后每年根据动用老库存的情况，由当

地主管税务部门确认解决。其帐务处理方法是：（依前

例）

借：待摊费用— —期初进项税额  98 280

借：商品进销差价  19 656

贷：库存商品— —销项税额  117 936

售价库存商品= 进价成本+进项税额+进销差价+增值

税额

= 603 720+ 98 280+ 120 744+ 19 656

= 842 400

5.商品明细帐的记帐方法

（1）售价核算单位：商品明细帐帐户中的购进、销

售、结存仍按原来的记帐方法不变，即都是以售价金额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进行记帐。只是在帐页的头衔上将原来售价单价（批发

价或零售价）分离为不含税的商品售价单价，并注明增

值税率，以利开票员开增值税发票时运用。

（2）进价核算单位：商品明细帐帐户中的购进、销

售、结存都按不含税的进价进行记帐，只是在明细帐帐

页的头衔上，注明不含税的售价单价，并注明增值税

率。

二、零售商品购进的核算

假设某商店购进商品一批，增值税发票注明价款

100 000 元，进项税额 17 000 元，商品入库时按 20%的

加成率制定售价。

1.购进商品以银行存款支付：

借：商品采购  100 000 元

借：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 000 元

贷：银行存款  117 000 元

2.商品验收入库，按 20%的加成率制定售价，售价

库存商品金额为 140 400 元，商品进销差价为 20 000

元，售价库存中未实现的销项税额为 20 400 元，会计分

录是：

借：库存商品（售价）  140 400 元

贷：商品进销差价  20 000 元

贷：库存商品— —销项税额  20 400元

贷：商品采购  100 000 元

三、零售商品销售的核算

1
.
零售商品销售的核算。由于零售销售收入是从

消费者那里收回的，含有销项税额的货款，因此，必须

将零售销售收入分离为商品销售价款与销项税金。在

具体核算中，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每做一笔商品销售

收入，就随之分解一次；二是平时做商品销售收入时，

可不进行价税分离，到月终结转进销差价前将全月含

税的商品销售收入汇集后一次性进行分离，这样集中

进行分离的办法既可以减少日常的工作量，也可以克

服因多次分离时尾数不精确的弊病。

假设某商店某月份实现商品销售收入 585 000 元。

（1）平时做商品销售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  585 000元

贷：商品销售收入  585 000 元

月终集中分离销项税金时 585 000 ÷1.17 ×0.17 =

85 000元

借：商品销售收入  85 000 元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5 000 元

（2）结转销售成本：

借：商品销售成本  500 000 元

借：库存商品— —销项税额  85 000元

贷：库存商品  585 000 元

（3）分摊差价：假设本月分摊的已销商品进销差价

率为 25%，计算出的实际实现差价为 125 000 元。

借：商品进销差价  125 000 元

贷：商品销售成本  125 000 元

（4）交纳增值税：假定上月销项税金为 136 000 元，

进项税额为 102 000 元，应交税金 34 000 元，于当月以

银行存款支付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34 000 元

贷：银行存款  34 000 元

2.零售兼营批发销售的核算

零兼批销售主要是为了方便某些集体和个体商业

户的需要，扩大企业的商品销售，薄利多销，其特点主

要有如下几点：（1）每笔批发销售业务都要开具销售发

票；（2）批发销售的商品不单独设立专柜，在零售商品

中发货，并按零售商品的零售价格记帐；（3）按批发价

格反映销售收入，按零售价格注销库存商品；（4）月末

按零售价格销售成本分摊进销差价。实行增值税后，零

兼批销售业务的核算比原来更为复杂，如能掌握其中

的核算程序，正确核算零兼批的商品销售也就不难了。

设某零售商店某个月的商品销售收入为 250 000

元，其中批发销售收入 10万元，货款全部存入银行。批

发商品销售按零售价格计算为 110 000 元。（上述销售

均为含税销售）

（1）商品销售收入存入银行

借：银行存款  250 000 元

贷：商品销售收入—零售  150 000 元

贷：商品销售收入—批发  100 000 元

（2）月末集中进行价税分离：

借：商品销售收入（零售）  21 795 元

借：商品销售收入（批发）  14 530 元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6 325 元

（3）月末集中结转销售成本（如果是一步到位结转

成本和销项税额时）

借：商品销售成本  222 222 元

借：库存商品—销项税额  37 778 元

贷：库存商品  260 000 元

计算方法是先将销项税计算出来，即 260 ×

（17/117）= 37 778再倒挤商品销售成本 222 222 元

如果是分步进行结转成本时：

第一步先按商品销售实际收入结转成本

借：商品销售成本  213 675 元

贷：库存商品  213 675 元

第二步结转批零差额成本和销项税额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借：库存商品—销项税额  37 778 元

借：商品销售成本  85 547 元

贷：库存商品  46 325元

（4）月末分摊已销商品进销差价应按以下公式进

行：

本月已销商品（批、零）

应分摊进销差价=“商品销售成本”帐户借方本月发生额

×综合毛利率

本公式中，“库存商品”总帐月末余额= “库存

商品”明细帐户月末借方余额减去 “库存商品一销

项税额”月末贷方余额；

公式中用商品销售成本，而不用商品销售收入，是

因为商品销售收入中少“批发销售的零批差价部分，商

品销售成本能完整地反映已销商品的零售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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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财务状况变动表

李京红

企业要正确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首先应当对该

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为此谈点个人体会供参考。

一、财务状况变动表编制的目的

任何企业的财务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获取利润，

二是维持偿债能力。获取利润是指通过企业的经营活

动而增加企业所有者的权益，也就是使企业所有者获

得最满意的投资回报率。而维持偿债能力是指保证企

业在债务到期时，具有支付到期债务的能力。

损益表是用来衡量企业获取利润是否获得成功，

资产负债表可显示企业是否具有偿债能力。但为了评

价企业偿债能力，必须计算企业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拥有多少流动资源可供支配，这就是财务状况变

动表编制的主要目的。

二、正确理解报表反映有关经济内容

我国财务状况变动的基础是营运资金。所谓营运

资金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够运用的全部资

金。它是指一个特定时点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差

额。我国的财务状况变动表的右方是企业流动资源的

存量，反映企业编制资产负债表日有多少流动资源可

供支配，左方是企业流动资源的计量，反映的是企业取

得现有流动资源的原因，正确理解其填报内容是十分

重要的。它反映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

（一）引起营运资金变化的经济内容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将企业经济活动涉及的内

容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流动资产；二是非流动资产，它

包括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其他资

产等；三是流动负债；四是非流动负债，它包括长期负

债、所有者权益等。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这四

部分内容和相互之间的变化。

1.使流动资产发生变化，但不影响流动负债变化

的经济内容。有两种情况：一是非流动负债与流动资产

之间的增减变化，如企业取得长期借款，做为流动资产

的银行存款增加了，做为长期负债的长期借款增加了，

但流动负债没有变化，使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差（营

运资金）变大了。再如企业用银行存款归还长期借款，

使企业的长期借款和流动资产减少，从而引起营运资

金的变化。二是非流动资产与流动资产之间的增减变

化，如企业出售固定资产获取变价收入，非流动资产的

固定资产减少了，银行存款增加了，而流动负债没有变

化，引起了营运资金的变化。再如，企业用银行存款购

买长期有价证券，使企业的流动资产减少，长期投资增

加，营运资金减少。

2.使流动负债发生变化，但流动资产没有发生变

化的经济内容。它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非流动负债与流

动负债之间的变化，如，企业用长期借款归还应付帐

款。做为流动负债的应付帐款减少了，做为长期负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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