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税考试重点在于计税依据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7/2021_2022__E6_B6_88_E

8_B4_B9_E7_A8_8E_E8_c46_537009.htm 消费税是一个特殊税

种，是对我国境内从事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

单位和个人，就其销售额或销售数量，在特定环节征收的一

种税。从考试的角度讲，虽然消费税的分值在试卷中所占的

比重比较大，但是从考试内容上看，消费税的测试重点是在

计税依据环节。 消费税的计税依据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在这

里结合历年的试题对该环节考生容易出现差错的几个知识点

作一个简要分析。 第一，复合型征税办法的计税依据。2002

年的试题：某酒厂2002年5月份生产销售散装啤酒400吨，每

吨售价3800元。另外，该厂生产一种新的粮食白酒，广告样

品使用0.2吨，已知该种白酒无同类产品出厂价，生产成本每

吨35000元，该厂当月应缴纳的消费税为多少？该题涉及多项

消费税政策，当我们知道白酒的成本利润率，粮食白酒定额

税率及比例税率，啤酒采用定额税率，以及白酒实行从价定

率和从量定额的计税方法，即可算出本题的正确答案是应缴

消费税102766.67元。 第二，计税价格的确定。2000年的试题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应

按照什么价格计算纳税？该题给出四个选项：A、完税价格

，B、消费品价格，C、组成计税价格，D、同类产品价格。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掌握进口环节的计税价格的规

定。显然，该题的正确答案应该先C。因为税法规定，进口

应税消费品，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税额的，按照组

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



税）÷（1－消费税率），这时应该注意几种征税方式的计税

依据的区别。 第三，扣除额及扣除时限的确定。2000年还有

一题也是计税依据问题，按照现行消费税制度规定，当期准

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扣除时限是什么？

这里四个选项：A、购进时全部扣除，B、出库实耗时扣除

，C、购进入库时扣除，D、销售实耗时扣除。由于消费税是

在生产环节征税，只有在出库实耗时扣除，才能与生产经营

情况相一致，所以税法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有

鉴于此，选B才符合税法的规定。 第四，计税政策的变化

。2001年3月，某酒厂用粮食酒精勾兑白酒销售，当月取得销

售额480万元（不含税），当月初库存外购粮食酒精余额为90

万元，当月购进粮食酒精110万元，月末库存外购粮食酒精20

万元。该厂当月应纳的消费税是多少？解答该题的关键是注

意税收政策的变化，根据2001年5月1日以前的规定，外购的

酒精可以抵扣已纳消费税。那么，当月应缴纳消费税111万

元[480×25％－（90＋110－20）×50％]。 第五，计税依据的

特殊规定。2002年还有一试题：某橡胶厂系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本月的销售汽车轮胎取得货款，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注明价款为200万元，销售农用拖拉机轮胎取得含税收

入100万元，以成本价格转给统一核算的门市部汽车轮一批，

成本价为60万元，门市部当月全部售出，开具普通发票上注

明货款金额74.88万元，已知汽车轮胎适用消费税率为10％，

则该橡胶厂本月应纳消费税税额为多少？正确答案是应缴

纳34.95万元。本题考核的重点看考生对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

部计税的规定是否熟悉。此外，关于纳税人将自产的应税消

费品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和抵偿债务，



应当按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的规定，也容易被考生忽视。 第六，非常损失的处理。2003

年有一道题使许多考生感到意外：某日化厂（一般纳税人

）2002年3月将自产的洗发水25000瓶和护发素9600瓶用于生产

二合一洗发香波。3月份对外销售洗发水45700瓶，不含税单

价15元；销售护发素37900瓶，不含税单价18元；销售二合一

洗发香波取得不含税收入896000元。月末盘点时发现库存洗

发水丢失280瓶。该企业上述业务应纳消费税为多少元？显然

，这里与损失有关的消费税不应扣除，应缴纳消费税1818096

元。 第七，核算方法不同的影响。金银首饰与其他产品组成

套消费品销售的，按什么征收消费税？这是2001年的试题。

本题应该注意：金银首饰与其他产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

，应按销售额全额征收消费税；如果不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

，那么只要将不同商品分别核算销售额，就可以分别征收消

费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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