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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项目金额 218 906 万元，利润

表“营业收入”项目金额 201 502 万元。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按

完工进度法纳税调增建造船舶收入 

13 440 万元。以风险提示所描述逻辑，

存在差额3 964万元[218 906 －（201 502

+13 440）]。

三、差异分析与风险应对

（一）建造船舶工期超过 12 个月财

税收入差异

甲公司与鼎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 DY4089 船舶建造合同，主要条款

包括 ：工期为 2021 年 4 月 1 日～ 2022

年 7 月 31 日 ；合同含税总价款 25 312

万元，不含税价款 22 400 万元（25 312

÷1.13）；按船舶建造节点分六期付款，

分别对应于合同签字生效后、出具开

工证明文件后、船舶上船台（船坞）后、

船舶下水后及交船和保修期后，分别

按合同约定比例付款。

该船舶建造预算成本 19 712 万元。

至 2021 年年末，累计发生建造成本

11 827.20万元，完工进度 60%（11 827.20

÷19 712）。

1. 会计处理。甲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准则》，按时点法确认船舶建

造收入，即在船舶交付客户时确认收

入。公司认为，DY4089 船舶尚在建造

中，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2. 企业所得税收入。依据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受托加工制造

船 舶，持 续 时 间 超 过 12 个 月 的，按

税务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和风险

分析平台，对纳税人申报的税收信息

进行梳理、分析和审核后，会针对存

疑事项给纳税人推送异常信息，提醒

其存在的税收风险。本文以甲公司为

例，分析其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

申报中发生财税收入差异的原因，提

出建议措施以帮助纳税人正确识别和

应对此类风险。

一、案例介绍

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行

办理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办税人员在纳税申报过程中发现申报

系统弹出风险提示窗口 ：“贵公司当

年增值税申报表收入与 A100000 表第

1 行（营业收入）+ A100000 表第 11 行

（营业外收入）+A105000 表第 1 行 3 列

（收入类调增金额）+A105010 表第 23

行 1 列（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差异

过大，请核实数据准确性，如果有误，

请您及时更正”。甲公司遂委托税务师

自查异常信息。

二、风险识别

根据系统提示信息，税务师查阅

了相关信息，包括“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应交税费——简

易计税”明细科目，以及收入明细账

户、船舶销售合同和不动产租赁合同、

纳税申报记录等，发现主要存在下列

差异：《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

般纳税人适用）主表“按适用税率计税

许成  朱恭平■

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

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另按《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

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875

号）第二条规定，甲公司建造该船舶

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完工进度能够

可靠地确定，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核算。据此，甲公司对

DY4089 船舶按完工进度法确认建造

合同应税收入 13 400 万元（22 400 ×

60%）。在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表中，通过《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

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第 7

行“（二）持续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建

造合同收入”第 2 列“账载金额 - 本年”

填报 0 元，第 4 列“税收金额 - 本年”

填报 13 440 万元，第 6 列“纳税调整

金额”填报 13 440 万元。《纳税调整

项目明细表》（A105000）第 12 行“二、

扣除类调整项目”第 4 列“调减金额”

填报 11 827.20 万元（DY4089 船舶建

造成本）。

3. 增值税。甲公司当年收到DY4089

船舶含税货款12 656万元，按合同约定，

在收到货款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

含税价款11 200万元（12 656÷1.13）。

综上所述，甲公司对 DY4089 船舶

收入会计处理恰当，纳税调增应税收

入和申报的增值税收入符合税法规定，

虽然存在财税差异，但无税务风险。

（二）建造船舶工期未超过 12 个月

预收货款财税收入差异

1. 增值税收入。2021 年度，甲公司

预收通达物流有限公司 DY4116 船舶

建造船舶与租赁业务财税收入差异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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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货款 3 051 万元、大海运输有限公

司 DY4999 船舶含税货款 3 955 万元，

合计 7 006 万元，不含税价款 6 200 万

元（7 006÷1.13）。按合同约定，建造

工 期 分 别 为 2021 年 10 月 1 日 ～ 2022

年 8 月 1 日及 2021 年 12 月 1 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并按建造船舶节点付款

（同上例）。依照合同约定在收款到账

后 5 个工作日内，卖方向买方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甲公司 2021 年申报增

值税收入 6 200 万元。

2. 企业所得税收入。甲公司建造

工期未超过 12 个月的船舶，未按完工

进度法分期确认收入，而是选择与会

计相同的处理方法，即在向客户交船

时，按时点法确认收入。

虽然此项业务存在增值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收入与会计收入差异，但

各项处理符合税法规定，不存在税收

风险。

（三）跨期收取房租收入财税差异

1. 增 值 税 收 入。2020 年 12 月，甲

公司与承租方乙公司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对原旧址建造的厂房、土地使

用权对外出租。按合同约定 ：租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 ～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年含税租金 105 万元，租金总额 315 万

元，乙公司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一次

性支付房租，甲公司在收取房租时出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

附件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

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提供租

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因

此，甲公司在 2021 年 1 月已申报增值

税房租收入 300 万元（315÷1.05），符

合税收政策规定。

2. 企业所得税收入。《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

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10]79 号）

规定 ：“根据《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

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

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

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

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

现。依据相关规定，如果交易合同或

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

提前一次性支付的，出租人可对上述

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

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甲公司 2021 年

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 100 万元，

会计处理与企业所得税处理相同，财

税处理合规。

甲公司对房租收入分别按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规定处理，两者形成

差异 200 万元，不存在异常。

（四）土地租赁收入增值税申报

差异

据企业财务人员介绍，甲公司拥

有一宗土地使用权，丙公司租赁该宗

土地投资建设房屋一幢。双方签订土

地租赁合同约定 ：该幢房屋由丙公

司统一对外招租，甲公司土地租金收

入按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土地评估价

值比重和丙公司对外出租收入确定，

丙公司代扣代缴增值税、房产税、城

建税及附加，转账支付净额。2019 ～

2021 年，丙 公 司 每 年 收 取 当 年 含 税

租金收入均为 210 万元。以 2021 年为

例，土地评估价值占不动产评估价

值的 48%，甲公司应分得含税租金收

入 100.80 万元（210×48%），不含税收

入 96 万 元（100.80÷1.05），应 交 增 值

税 4.80 万元（96×5%）、城建税及附加

0.576 万元 [ 4.8×（7%+5%）] 和房产税

11.52 万元（96×12%）。实际取得土地

租金收入 83.904 万元（100.80 － 4.8 －

0.576 － 11.52），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并申报企业所得税。

甲公司认为，丙公司已代扣代缴

增值税，土地租金收入无须再申报

增值税。税务师指出，丙公司向承租

方收取租金收入，应全额申报各税

种。按合同约定丙公司向甲公司支

付租金，不存在代扣代缴增值税。甲

公司每年应按 96 万元土地租金收入

申报增值税，否则存在税务风险。甲

公司应一并补申报 2019 ～ 2021 年度

增值税，同时向丙公司补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是丙公司的税前

扣除凭据。甲公司采纳了税务师建

议，补 申 报 2019 ～ 2021 年 租 金 收 入

288 万元（96×3），应交增值税 14.4 万

元、城 建 税 及 附 加 1.728 万 元 [14.4×

（7%+5%）]，并缴纳税款滞纳金。

甲公司 2021 年对土地租金收入的

会计和企业所得税处理恰当。通过补

申报 2019 ～ 2021 土地租金收入增值

税，规避了税务风险。  

综上，甲公司各项目收入差异汇

总如表 1 所示。至此，税务师分析得

出 收 入 差 异 3 964 万 元 [ 增 值 税 收 入       

17 796万元－ (企业所得税收入13 636万

元+会计收入196万元)]的原因，与纳税

申报信息提示差额3 964万元一致。
（作者单位 ：扬州市国扬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京洲联信扬州税务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 陈利花 穆雍韬

表1                2021 年度应税收入与会计收入差异对照表             单位 ：万元

项目 增值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收入 会计收入

1.DY4089 船舶 11 200 13 440 0 

2.DY4116、DY4999 船舶 6 200 0   0

3.2021.1.1~2023.12.31 房租 300 100 100

4.2019.1.1~2021.12.31 土地租金 96 96 96

合计 17 796 13 636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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