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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7/2021_2022__E9_87_87_E

7_94_A8_E5_94_AE_E4_c46_167432.htm 商品流通企业采用售

价核算时的增值税会计处理，是会计实务界讨论的热点之一

。有的建议在“库存商品”科目下设“商品”、“税金”两

明细目，“商品进销差价”科目下设“差价”和“进项税额

”明细目进行核算；有的建议仍使用“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除不含税的售价与不含税的进价金额之间的差价外，还应

增加销售企业向消费者收取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商品

销售收入”先按交易额入账，再在“商品销售收入”科目借

方冲减销项税额部分，使其不含增值税，以达到调整商品销

售收入额之目的。 上述核算方法都明显存在以下问题：①“

商品进销差价”包含“差价”和“销项税额”两个明细目，

一个含税，一个不含税，不便于比较。②商品进销差价所包

含的不作为商品销售收入的应向消费者收取的增值税额，与

商品进销差价的科学含义相悖。③由于毛利不等于进销差价

，其进销差价率也不等于毛利率，限制了“商品进销差价”

和“商品进销差价率”在会计核算和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并

造成有关概念之间关系紊乱。④造成会计核算工作复杂化。 

一、增设科目及相关科目的核算内容 为了克服上述核算的缺

陷，笔者建议在坚持采用售价核算的基础上，以商品不含税

价差额作为进销差价，增设“应抵税金”科目，完善“商品

销售收入”、“库存商品”等相关科目的核算内容，以满足

核算与管理的需要。①“应抵税金”为一级科目，核算企业

库存商品中尚未实现销售部分对应的销项税额，即商品待实



现的销售额与适用增值税税率的乘积，属备抵类科目。②“

库存商品”科目构成包含三项：一是商品的进价金额；二是

商品的进销差价金额（这两项之和即是商品的销售金额）；

三是尚未实现销售的销项税额，即应抵税金部分。③“商品

销售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仅包含企业获得的商品销售收入

（不含税的销售收入）。④“商品进销差价”为商品的销售

价格（不含税）与购进价格之差，即商品的毛利。 二、操作

实例 （一）一般纳税人企业的会计核算 1.进货的核算。某商

业零售企业购进商品一批，对方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价款100万元，税额17万元。购进商品款项通过银行支付。

该批商品当月到达验收入库，进销差价率为15％，适用增值

税税率为17％。则： 购进商品支付款项时， 借：商品采购

100万元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万元 贷：银行

存款 117万元。 商品验收入库时 借：库存商品 134.55万元

［100×（1＋15％）×（1＋17％）］ 贷：商品采购 100万元 

商品进销差价 15万元（100×15％） 应抵税金 19.55万元。 2.

销售收入的核算。若该企业本月实现销售金额为93.60万元（

含向购买者收取的销项税额），收到的货款已存入银行。则

： 借：银行存款 93.60万元 贷：商品销售收入 80万元 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60万元。 3.结转销售成本、应

抵税金。在进行上述会计处理的同时，按商品不含税的售价

金额结转商品销售成本，按上笔分录的销项税额（含税售价

金额与不含税售价金额之差）冲转“应抵税金”科目。 借：

商品销售成本 80万元 应抵税金 13.60万元 贷：库存商品 93.60

万元。 4.结转进销差价。月末结转进销差价时，仍然采用《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和分摊，



但需注意的是，应将期末“库存商品”科目余额部分调整为

不含税的余额来计算差价率，即：差价率＝月末分摊前“商

品进销差价”科目余额÷［本月“商品销售收入”贷方发生

额＋月末“库存商品”科目余额÷ （1＋适用增值税税率）

］×100％。本月已销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本月“商品销

售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差价率。 假设本题无期初余额，

则：差价率＝15÷［80＋（134.55－93.60）÷（1＋17％）］

×100％＝13.04％。本月销售商品应分摊差价额＝80×13.04％

＝10.43（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商品进销差价 10.43万元

贷：商品销售成本 10.43万元。 5.结转利润。将“商品销售收

入”、“商品销售成本”科目余额分别转入“本年利润”科

目的贷方和借方。 借：商品销售收入 80万元 贷：本年利润

80万元 借：本年利润 69.57万元（80－10.43） 贷：商品销售成

本 69.57万元。 6.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应将“库存商品”科目借方余额抵减“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贷方余额，同时扣除“应抵税金”科目贷方余额，然后再与

有关项目进行合并，将结果数填入该表的“存货”项目。本

例库存商品进价成本为30.43万元［（134.55－93.60）－（15

－10.43）－（19.55－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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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