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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增值税考核作为重点内容，出题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

因此增值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税法（Ⅰ）》中“增

值税”一章的内容包括21个知识环节，考生要着重掌握下面

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这个知识环节包

括增值税的一般征税范围、视同销售行为的界定以及混合销

售和兼营行为的征税规定。征税范围要注意具体行业和征税

项目的具体规定；视同销售行为要注意具体计算方法，许多

会计人员容易将视同销售行为的计税依据与成本结转金额混

淆。须知，成本结转的数额是具体视同销售货物的成本额，

而计算视同销售货物销项税金的计税依据是该货物当期的销

售价格；另外，还要注意视同销售与进项额转出的区别；在

混合销售与兼营业务的学习方面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两个经

济业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混合销售业务，存在并列的关系

是兼营业务。对于混合销售业务应当征收增值税还是应当征

收营业税，应该熟悉相关的政策规定；对于兼营业务的征税

问题还与企业的会计核算情况有关。如2002年试题：某工业

企业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02年3月份同时生产免税甲产品

和应税乙产品，本期共负担外购燃料柴油50吨，已知该批柴

油外购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87300元，税额

为14841元，当月实现产品销售收入总额为250000元，其中甲

产品收入100000元，已知乙产品适用13%税率，该企业当月应

纳增值税额为多少？本题的参考答案是应纳增值税10595.4元



。该题就是在测试考生对兼营免税项目的计算方法是否掌握

，解答该题的重点应该注意将外购的燃料的进项税额在应税

产品与免税产品之间进行划分。考生学习这部分内容时要注

意与营业税相关知识结合起来。 第二，增值税销项税额。增

值税的销项税额确定是增值税考核的重点，在这个环节有以

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税法与《企业会计制度》在

销售实现方面规定的差异处理。二是销售额所包括的内容，

其中注意价外费用和消费税不得从销售额中扣除（符合条件

的代垫运费除外），这里应注意与消费税的有关规定的区别

。如2002年对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

金问题的考核，就要求考生熟悉增值税关于出租出借包装物

的规定。纳税人为销售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单独

记账核算的不并入销售额征税。但对逾期包装物押金，无论

是否退还均并入销售额征税。从1995年6月1日起，对销售除

啤酒、黄酒外的其他酒类产品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是否

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税。三是

在价款与税款合并收取的情况下，要将价税进行分离。四是

在对售价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进行核定征收的情况下，

要注意采用方法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进行。五是在几种

特殊销售方式下，销售额的确定有其具体规定，考生要注意

结合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增值税销

项税额的扣减问题，一般纳税人发生销货退回或折让的，如

果有销货退回或折让证明单的，可以从发生销货退回或折让

当期的销项税额中扣减。小规模纳税人则可以从发生销货退

回或折让的当期在销售额中扣减。纳税人折价销售货物，如

果折价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反映的，则允许扣减当期的销售额



。如果另外开具红字发票而又无折让证明单的，则不允许冲

减销售额。 第三，增值税进项税额。在进项税额的确定方面

有以下几个重点： 其一，正确把握抵扣额。一是购进免税农

产品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买价和13%的税率计算扣除，

这里的买价是指发票上注明的金额，而不需要换算成不含税

价格；注意买价包含的项目，这里的买价比较容易搞错。

如2002年的试题：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免税农产品一批

，支付给农业生产者的价钱为10000元，其中代扣代缴的农业

特产税为1000元，验收入库后，因管理人员保管不善损失1/4

，则该项业务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为多少？经计算，我们知

道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为750元。本题考核目的就是提醒考生

，购进免税产品准予按买价抵扣，买价包括支付价款和农业

特产税。二是购进废旧物资的进项税额以废旧物资回收经营

单位开具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

按10%计算抵扣。三是运费的进项税额抵扣以运输单位开具

的货票上注明的运费、建设基金合计数，按7%计算抵扣，不

包括随同运费支付的装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费，以“运杂

费”的名义将运费与其他费用合开在一起的，一律不得抵扣

。 其二，注意抵扣方法。一是进口环节如果出现“一票两单

位”的，只能由持专用缴款书原件的单位抵扣进项税额；二

是发生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非应税劳务，按规定应征增值税

的，与此有关的进项税额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

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三是对商业企业采取以物易物、以

货抵债、以物投资方式交易的，凭有关手续，报经税务机关

批准予以抵扣；四是丢失防伪税控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购货单位凭销货单位出具的丢失发票的存根联及销货方所



在地税务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按一定的认证、报批手续后

，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其三，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

税额注意具体规定，其中特别注意三点：一是“非正常损失

”的界定，属于正常损失的则不要将进项税额转出；二是如

果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则要注意在成品、半成品中按一定

的比例将购进材料所包含的进项税额计算转出；三是注意在

出口货物、免税货物中分摊的计算问题。 第四，增值税应纳

税额计算方法。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是一个综合性内容，

本环节应该重点把握有关税收的征免规定。如2003年的试题

：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02年6月把资产盘点过

程中不需用的部分资产进行处理：销售已经使用4年的机器设

备，取得收入9200元（原值为9000元）；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应缴消费税的机动车2辆，分别取得收入11000元（原值

为40000元）和64000元（原值为56000元）；销售给小规模纳

税人库存未使用的钢材取得收入35000元（以上收入均为含税

收入）。该企业上述业务应纳增值税为多少元？在回答本题

时，考生就要在熟悉增值税有关旧货销售方面的政策规定的

基础上，再进行具体计算，其中尤其是要注意对于需要征收

增值税的，当换算成不含税价格时，其换算比例是4%而不

是2%。弄清这些问题后，我们可以计算出该题的结论为应纳

增值税6493.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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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