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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当月应缴税款可以在次月7日或10日前向当地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因此，一个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的企业，每年都要

碰到跨年度缴纳税费的账务调整问题。虽然税法、财会制度

已经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仍把握得不够

准确。企业跨年度缴纳的税费究竟哪些需要作账务调整？哪

些不需要作账务调整？”最近，某企业财务人员向江苏省通

州市地税局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咨询员结合税收规定，

举例进行了说明。 2008年1月10日，某企业申报缴纳了所属期

为2007年12月应缴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等共计10万元，印花税1万元；2007年度应缴的房产税5万元

、土地使用税1万元、车船使用税1万元等共计18万元。企业

上年年末均未计提上述税费，而在缴纳的当月，即今年1月作

了营业税金、费用支出的账务处理。 2007年度该企业盈利

，2008年5月30日，该企业在申报、汇缴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时

也未对上述税费作纳税调整。那么，上述税费哪些需要作账

务调整，哪些不需要作账务调整？ 第一，营业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共计10万元，需要作账务调整。 《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条规

定，除税收法规另有规定者外，税前扣除的确认一般应遵循

权责发生制原则。因此，该企业跨年度缴纳的所属期为上年

度的应缴税费，不得在本年度成本费用中予以列支。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通知》（国税发



〔1997〕191号）明确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扣除项

目，包括各类应计未计费用、应提未提折旧等，不得转移以

后年度补扣，是指年度终了，纳税人在规定的申报期申报后

，发现的应计未计、应提未提的税前扣除项目。该企业在申

报缴纳2007年度企业所得税时，由于没有作纳税调整，那么

就不得将这少计的费用转移到2008年度内补提补扣。该企业

必须作如下账务调整：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00000元

，贷记“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100000元；结转时，借记“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33000元，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3000元，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67000元，贷记“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67000元。 2007年度因少计费用10万元而多

缴的企业所得税3.3万元，在2011年5月30日前，该企业可以向

税款缴纳地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并要求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或申请抵缴下期应缴税款。《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

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

当立即返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

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 国税发〔1997〕191

号文件规定了企业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应提未提费用，不

得转移以后年度补提补扣，但是并没有规定不得在以前所属

年度内补提补扣，法律没有禁止的就不得予以否认。跨年度

缴纳的10万元税费，如果该企业要求在2007年度内补提补扣

，并不违反现行税法的规定。税务机关查实后应当允许其

在2007年度内予以补提补扣，并退还该企业2007年度因少计

费用而多缴的税款，或抵缴下期应缴税款。如果说纳税人自

己放弃权益，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权益人自己主动的



申明。在纳税人没有申明放弃权益的情况下，税法是充分保

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的。 值得提醒纳税人注意的是，税务机关

发现纳税人以往年度少计费用而多缴税款，应当给予其退还

多缴税款或准予其抵扣下期应纳税款的期限，税法并没有作

出年限限制性规定。也就是说，税务机关在以后任何一个年

度内发现了纳税人以往年度因其少计费用而多缴的税款，在

纳税人没有主动申明放弃权益的情况下，税务机关都应当给

予其费用所属年度内补提补扣，并退还其多缴税款或准其抵

缴下期应纳税款的权利，否则违法。 第二，印花税1万元、

房产税5万元、土地使用税1万元、车船使用税1万元等共计8

万元，不需要作账务调整。 《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百零四条

第四款明确规定，管理费用，是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

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

使用税、印花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财会〔2006〕18号）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

处理（10），6602管理费用科目说明中，该会计科目和主要

账务处理中仍然包含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

花税。这说明企业会计制度、准则的管理费用科目中一直包

含上述四小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集体企业缴纳

房产税、车船使用税有关财务处理的规定》（财税集字

〔1986〕40号）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集体企业缴纳的

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应在企业管理费或商品流通费等成本费

用中按实列支。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缴纳土地使用税有关

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工字〔1988〕第522号）规定，

从1988年11月1日起，企业按规定缴纳的土地使用税在企业管

理费中列支。《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费用是指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可扣除的销售费用、管

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已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十五条指出，管理费用中包括印花税

等税金。这说明上述四小税费用归集和列支，税法规定也一

直包含在管理费用科目中。因此，会计制度、准则与税法在

这四小税费用归集的科目上所规定的内容是一致的，两者并

无冲突。《税收征管法》第二十条、《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第九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

、会计处理办法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

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计算。换句话说，财务、

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的内容相一致的情况下，按财务会计处

理办法进行的账务处理，并不违反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那么，该企业在上年年末未预先将应缴未缴的印花税、房

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预提计入有关成本费用的情

况下，可以在缴纳的当月把它作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可

扣除的”费用直接计入管理费用，而不必区分其税款所属期

。这似乎与上述税前扣除应遵循的权责发生制原则有矛盾，

但这就是《企业所得税扣除办法》第四条所指的“除税收法

规另有规定者外”。 综上所述，企业跨年度缴纳的印花税、

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等税费在上年度应计未计

的情况下，可以计入缴纳当期的管理费用，而不必作账务调

整。除此以外，跨年度缴纳的其他税费，即使费用所属年度

并未计提，也不得计入缴纳当期的管理费用，如果已经计入

了当期的管理费用，必须将这部分费用作账务调整，否则，

把不属于本期的费用作为费用支出，就是属于在账簿上多列



支出，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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