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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1_8C_E4_BC_81_E4_c42_543922.htm 现行企业会计中核

算涉税业务的主要会计科目有“应交税金”、“产品销售税

金及附加”（或“商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附

加”、“经营税金及附加”等）、“所得税”、“递延税款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补贴收入”等科目。 有关科

目介绍： （一）“应交税金”科目： 本科目核算企业缴纳的

各种税金，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所得税、资源税、进出

口关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现已暂停执行）、土地

增值税等。 企业缴纳的印花税以及其他不需预计应缴数的税

金，不在本科目核算。 企业缴纳的各种税金，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退回多缴的税金，借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余额一般在贷方，反映企

业期末已经计提应缴而未缴税金的数额。如为借方余额，则

反映企业期末多缴的税金。 为分别核算每一税种应缴、已缴

和未缴的情况，在该科目下，应设置明细科目。 1.“应交增

值税”明细科目： （1）进项税额； （2）已交税金； （3）

减免税款； （4）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5）转出未

交增值税； （6）销项税款； （7）出口退税； （8）进项税

款转出； （9）转出多交增值税。 2.“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 3.“增值税检查调整”专门账户； 4.“应交消费税”明细

科目； 5.“应交资源税”明细科目； 6.“应交营业税”明细

科目； 7.“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明细科目： 月份终了，企



业计算出需要缴纳的消费税、资源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借记“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商品销售税金及附

加”、“营业税金及附加”、“经营税金及附加”、“其他

业务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8.“应交房产税”明细科

目； 9.“应交车船使用税”明细科目； 10.“应交土地使用税

”明细科目： 月份终了，企业计算出应缴纳的房产税、车船

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借记“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本科

目。 11.“应交所得税”明细科目： 月份（季度、年度）终了

，企业计算出当期应缴纳的所得税，借记“所得税”科目，

贷记本科目。 12.“应交进口关税”明细科目； 13.“应交出

口关税”明细科目： 月份终了，企业计算出当月应缴纳的进

出口关税、借记“材料采购”、“商品采购”、“商品销售

税金及附加”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14.“应交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现已暂停执行）明细科目： 企业应在工程项

目交付使用办理竣工决算以前，计算出工程项目应缴纳的固

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本科

目。 15.“应交土地增值税”明细科目： 凡缴纳土地增值税的

企业，应在“应交税金”科目下增设“应交土地增值税”明

细科目进行核算。 企业在项目竣工结算前转让房地产取得的

收入，由于涉及成本确定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计算土地增值税

的，按税法规定可以预缴土地增值税，待项目全部竣工、办

理结算后再进行清算，多退少补。预缴的土地增值税和清算

时多退少补的土地增值税，也在“应交税金应交土地增值税

”科目核算。 （二）“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科目： 本科目

核算企业由于销售产品，提供工业性劳务或服务等负担的销

售税金及附加等。包括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因企业所属行业不同，科目的名称

略有差别，如商业企业使用“商品销售税金及附加”，金融

保险企业、旅游饮食服务企业、邮电通讯企业、民用航空企

业、农业企业使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房地产开发企业使

用“经营税金及附加”，交通运输企业使用“营业税金及附

加”，铁路运输企业使用“运输税金及附加”，施工企业使

用“工程结算税金及附加”、外经企业使用“营业税金”等

。 该科目属于损益类科目。借方反映月末根据各税法及有关

规定计算应负担的销售税金及附加数额，贷方反映出口退税

以及减免税退回的税金。本科目余额一般在借方，月末将其

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后，应无余额。 （三）“所得税”科

目：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本科目属于损益科目。原来所得税科

目是“利润分配”科目中的一个明细科目。1994年税制改革

后，将其升为一级科目，并列入“损益类”科目之中。这是

所得税由单纯的利润分配性质向费用性质转变的具体体现。

另外，也说明了“所得税”核算的重要性。该科目借方反映

企业根据纳税所得计算出的所得税额，贷方反映税收减免或

退回的所得税额。该科目余额在借方，月末应将其借方余额

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该科目无余额。 （四）“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本科目属于损益类科目。核算企业

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本科目借方发生额

，反映企业以前年度多计收益，少计费用，而调整本年度损

益的数额；贷方发生额，反映企业以前年度少计收益，多计

费用，而调整本年度损益的数额。期末，企业应将“以前年

度损益调整”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

该科目应无余额。 按规定，企业以前年度少计提的各种流转



税（不含增值税）及附加，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贷记“应交税金”、“其他应交款”科目。实际缴纳各种

税金及附加时，借记“应交税金”、“其他应交款”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五）“补贴收入”科目： 本科目

属损益类科目，核算企业实际收到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

征税后返还的增值税或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其贷方发生额反

映实际收到或直接减免的增值税，期末，由借方结转至“本

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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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