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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规定，“周转材料”科目用来核算企业周转材料的计划

成本或实际成本，包括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及钢（木）模板

、脚手架等。企业购入、自制、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并已验

收入库的周转材料等，应比照“原材料”科目的相关规定进

行处理，涉及增值税进项税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耗用的

周转材料，不管是采用一次转销法还是其他摊销法，应按计

入成本费用的金额，借记“管理费用”、“生产成本”等科

目，贷记该科目。采用计划成本进行核算的，还应同时结转

应分摊的成本差异。该科目期末应为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在

库周转材料的计划成本或实际成本以及在用周转材料的摊余

价值。 可见，周转材料科目核算的正确性不仅影响到周转材

料及企业成本、费用核算的正确性，而且还影响到增值税进

项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正确性。本文介绍的案例就是由于企业

将不属于自己使用的周转材料入账而多抵扣进项税并少实现

了计税所得额。 案例 某税务稽查组去一生产电子配件的A公

司（个人投资，一般纳税人）例行检查，检查前的案头分析

发现，A公司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均比上一年度明显

偏低，因此，查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偏低的情况成为

检查组最重要的任务。检查组首先对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及

包装物的账面核算和进项税申报抵扣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

未见异常。但在对主要料、工、费进行配比分析后，发现费

用明显比上一年度偏高，仔细检查发现，主要是由于管理费



用增加的幅度较大，而管理费用增加的原因是因为耗费了大

量的周转材料。于是，检查人员又对周转材料进行了仔细检

查，发现不仅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了大量的周转材料，而且在

生产成本中也列支了大量的周转材料，但周转材料的购进、

领用以及进项税抵扣均手续齐备，未见异常。 但是，当对A

公司被检查年度及上一年度耗费的周转材料进行分类和对比

分析后发现：周转材料耗费的增加主要从被检查年度的5月份

开始，而且5、6两个月以在管理费用中列支办公设备和家具

用具为主，6月份起以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车间使用的包装物和

不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低值易耗品为主。但检查组长还发现

，A公司的办公环境根本不像一年前刚装潢，家具用具也不

像在一年前刚购置。另外，从6月份起耗费大量的包装物和低

值易耗品也不符合A公司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的情形，而

且一些容器、器皿等低值易耗品的耗费与生产电子配件的特

征不符。于是，检查组长开始怀疑耗用大量周转材料的真实

性，提出查看周转材料的备查登记簿，但A公司推说没有建

备查簿，检查组长又要求盘点已领用的周转材料，A公司只

好答应。但是，盘点结果不是查无踪影，就是说不清道不明

。检查组长又发现，凡是无法查明的周转材料，在购进发票

上签经办的两人都未配合盘点，检查组长执意要求这两位经

办人到场解释，至此，A公司不得不承认了真实情况。 原来

，A公司的唯一投资人在6月份又投资成立了一生产化工原料

的B公司（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和所得税均定率征收），B

公司的两名经办人按照投资人的指示将为B公司购进周转材料

的大多数发票开具了A公司的名称并在A公司列支，这样，A

公司不仅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而且还降低了计税所得额。 



分析 上述案例在日常税收征管和纳税实务中并不罕见，相当

多的纳税人，特别是一些自然人投资的企业，总是千方百计

采取各种手段来降低企业税负，如将投资者的个人消费在企

业报销来降低税负，或者当两个关联企业之间因适用税率或

征管方法不同存在税负差异时，总是希望通过转移收入或费

用来降低税负。笔者对此案例谈两点感想： 一是检查此类企

业时需注意四点。首先要了解被检查单位有无关联方及其交

易；二是当存在关联方及其交易时，要注意分析有无将生产

或经营耗费从税负较低一方转移到税负较高一方，有无将收

入从税负较高一方转移到税负较低一方；三是当存在关联方

关系及其交易时，如果发现可能存在较大的问题，应该及时

对关联方采取必要的检查或控制措施，一方面可以有利于查

明问题，二来可以避免因延迟时间而使得对方有弄虚作假的

余地；四是不管有无发现存在关联方及其交易，均需注意有

无将企业投资人个人消费的物品以企业名义购入并在企业账

面上列支，以此来抵扣增值税或少缴企业所得税。 二是对此

方面问题的检查必须注意掌握一些检查的分析方法和技巧。

如料工费配比分析、逻辑关系分析和情理分析等，要通过分

析找出可能隐匿问题的目标或方位。对于税负高的一方，不

仅要从其所耗费的具体周转材料分析和判断有无不属于其生

产和经营的耗费，或其账面反映出来的耗费有无超出其正常

的生产规模或耗费需求，而且还要注意检查有无将业务收入

转移出去的可能和迹象。对于税负低的一方，不仅要注意分

析其所耗费的周转材料的数量是否明显偏少（或价格偏低）

及出现应该发生的耗费没有记账的情形，而且还要注意分析

有无超乎其生产或经营能力的收入，企业的盈利水平是否特



别高等，要对异常的偏高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转移来的收

益逃避税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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