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值税缴纳过程中的会计处理误区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_E5_A2_9E_

E5_80_BC_E7_A8_8E_E7_c46_538715.htm 由于我国会计处理和

税法规定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会计人员常常会在增值

税的会计处理过程中出现以下一些问题。 1.以旧换新、还本

销售、以物易物等特殊方式不作销售处理 以旧换新是纳税人

销售货物的同时，有偿收回旧货物的形式，应按新货物的同

期销售价格计算销项税额，不得扣减旧货物的回收价格。 还

本销售是纳税入在销售货物后，在一定期限内由销售方一次

或分次退还购货方部分或全部价款。还本销售的销售额就是

货物的实际销售额，而不得从销售额中扣减还本支出。 以物

易物是购销双方不以货币而以同等价格的货物互相结算以实

现货物销售的一种方式。以物易物双方都必须做购销处理，

以各自发出的货物核算销售额计提销项税额，以各自收到的

货物核算购货成本计提进项税额。 2.折扣销售混同于销售折

扣 折扣销售是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时，因购货方数

量较大等原因而给予购货方的价格优惠。因折扣是在实现销

售时同时发生的，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

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金额作为销售额计提销项税额；如果

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会计上如何处理，都不得从销售桶中

扣除折扣额。 销售折扣是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后，

为鼓励购货方及早偿还货款而给予的折扣优惠，它发生在销

售货物之后，是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因此销售折扣不

得抵减销售额。 另外，销售折让是货物销售后，由于其品种

、质量等原因，为避免购货方退货而给予的一种价格折让。



二者虽然都是发生在销售货物之后，但销售折让的实质是原

销售额的实际减少，所以可以按折让后的金额作为销售额计

提销项税额。 如果销货方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

于实物折让，则实物金额不得从销售额中扣减，而应按视同

销售处理。 3.视同销售业务视而不见或一概而论 纳税人将自

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或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或将自产、委托加工、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投资者或

无偿赠送给他人时，应桉视同销售计算增值税。但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有的纳税人根本不做销售处理，有的虽做销售处

理，但对于是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何确定计税价格，

是否涌过“产品销售收入”账户核算等各行其是。 纳税人将

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部门或无

偿赠送给社会公益部门，应计提销项税额，但不得开具专用

发票，不通过“产品销售收入”账户核算直接结转成本。 纳

税人将自产、委托加工、购买的货物用于投资、无偿赠送给

一般纳税人时，可开具专用发票，以便于接受单位进行进项

抵扣，也不通过“产品销售收入”账户核算。 纳税入将自产

委托加工、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投资者时，直接以货物

流出的形式体现货币流出，应计提销项税额，开具专用发票

，并通过“产品销售收入”账户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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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