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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4_BC_9A_E8_c74_110601.htm 重点导读（一）短

期借款短期借款是指企业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向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期限在1年以下（含1年）的各种

借款。企业应设置“短期借款”科目核算短期借款的本金增

减变动情况。短期借款利息属于筹资费用，应通过财务费用

或预提费用科目核算。（二）应付票据应付票据的核算主要

包括：签发或承兑商业汇票、期末计提票据利息、到期支付

票款。1、取得时，按面值计入“应付票据”的贷方。如果开

出的银行承兑汇票，应将支付的手续费计入“财务费用”。2

、开出的如果是带息商业汇票，则在期末应预提票据利息，

增加应付票据的账面价值，将利息计入“财务费用”。3、到

期偿付。具体核算内容如下： 开出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如

果不能如期支付的，应在票据到期时，将“应付票据”账面

余额转入“应付账款”科目。（三）应付和预收账款1、应付

账款的核算（1）货物与发票账单同时到达，待货物验收入库

后，按发票账单登记入账；（2）货物与发票账单不同时到达

，待月份终了估计入账。（3）应付账款一般按应付金额入账

，而不按到期应付金额的现值入账。如果购入的资产在形成

一笔应付账款时是带有现金折扣的，应付账款入账金额的确

定按发票上记载的应付金额的总值记账。在这种方法下，应

按发票上记载的全部应付金额，借记有关科目，贷记“应付

账款”科目，获得的现金折扣，冲减财务费用。（4）企业将

应付账款划转出去，或者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直接转



入资本公积。2、预收账款的核算企业预收账款业务不多时，

可以不设置“预收账款”科目，直接记入“应收账款”科目

的贷方。（四）应交增值税1、设置的科目 2、核算（1）进项

税额企业购入货物或接受劳务必须具备以下凭证，其进项税

额才能予以扣除：①增值税专用发票；②完税凭证；③购进

免税农产品或收购废旧物资，按照税务机关批准的收购凭证

上注明的价款或收购金额的一定比率计算进项税额，并以此

作为扣税和记账的依据。 [注意]第一，对于购入的免税农业

产品、收购废旧物资等可以按买价（或收购金额）的一定比

率计算进项税额，并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二，属于购

进货物时即能认定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直接将增值税专用

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记入购入货物及接受劳务的成本。（2

）销项税额 注：如果企业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采用销售额

和销项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按公式“销售额＝含税销售额

÷（1＋税率）”还原为不含税销售额，并按不含税销售额计

算销项税额。（3）进项税额转出第一，如果属于购进货物时

不能直接认定其进项税额是否能抵扣的，可先将其记入“应

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待确定为不予抵扣

项目时，再通过“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将其记入其他有关科目。第二，企业购进货物、在产品或产

成品等发生非常损失时，应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贷记

“应交税金进项税额转出”。（4）交纳增值税第一，交纳本

月的应交增值税，通过“应交税金已交税金”核算。第二，

本月交纳前期应交的增值税，通过“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核算。（5）结转应交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 

（6）小规模纳税企业的账务处理小规模纳税企业的特点：①



小规模纳税企业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一般情况下，

只能开具普通发票，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②小规模纳

税企业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实行简易办法计算应纳税

额。③小规模纳税企业的销售额不包括其应纳税额。小规模

纳税企业购入货物无论是否具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支付的

增值税额均不计入进项税额，不得由销项税额抵扣，而计入

购入货物的成本。小规模纳税企业的销售收入按不含税价格

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