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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3/2021_2022__E4_B8_8D_

E5_BE_97_E6_8A_B5_E6_c67_493690.htm 对于按规定不予抵扣

的进项税额，账务处理上采用不同的方法： （1）购入货物

时即能认定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如购进固定资产，购入

货物直接用于免税项目，或者直接用于非应税项目，或者直

接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的，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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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B公司

从C公司购入一台不需安装的设备，价款为100万元，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税款为17万元，款项已支付。 借：固定资产

1170000 贷：银行存款 1170000 （2）购入货物时不能直接认定

其进项税额能否抵扣的，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

额，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方法记入“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科目，如果这部分购入货物以后用于按规定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应将原已记入进项税额并已支付的

增值税转入有关的承担者予以承担，通过“应交税金-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转入有关的“在建工程”、“

应付福利费”、“待处理财产损溢”等科目。如无法准确划

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应按增值税法规规定的方法和公

式进行计算。 例2：某民营制造企业购入一批材料，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20.4万元，材料价款为120万元

。材料已入库，货款已经支付（假设该企业材料采用实际成

本进行核算）。材料入库后，该企业将该批材料的一半用于

工程项目。根据该项经济业务，企业可作如下会计分录： ①

材料入库 借：原材料 120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 204000 贷：银行存款 1404000 ②工程领用材料 借：在建

工程 702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02000 原材料 600000 （3）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用

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 按税法规定，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

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当发生非正常损失时，首先计算出在产品、产

成品中耗用货物或应税劳务的购进额，然后作相应的账务处

理，即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的实际成本与负担的

进项税额的合计数，借记“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流动资产

损益”科目，按实际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成本贷记“生产

成本基本生产成本”、产成品科目，按计算出的应转出的税

金数额，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科目。 例3：A企业1998年8月由于仓库倒塌毁损产品一批，

已知损失产品账面价值为80000元，当期总的生产成本

为420000元。其中耗用外购材料、低值易耗品等价值为300000

元，外购货物均适用17%增值税税率。 则：损失产品成本中

所耗外购货物的购进额=80000*（300000/420000）=57144（元

） 应转出进项税额=57144*17%=9714（元） 相应会计分录为

：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89714 贷：产成

品8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9714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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