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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5/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45003.htm 为了规范新闻出版业

的会计核算，提高新闻出版业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企业会计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新闻出版业

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发布了《新闻出版业会计核算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2004年l月1日起在已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的各新闻出版单位执行。然而仔细阅读《办法》的条

款后，笔者发现该办法对于发行单位的增值税的核算方法的

相关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 《办法》在对发行单位增设的“

商品进销差价”科目的使用说明中规定： 1.本科目设置“进

销差价”、“进项税额”明细科目。2.发行企业购进出版物

验收入库时，按出版物的售价（或码价），借记“库存商品

”科目，按售价（或码价）与含税进价之间的差额，贷记本

科目（进销差价），按含税进价与不含税进价的差额，贷记

本科目（进项税额），按不含税进价，贷记“应付账款”等

科目。3.结转当期出版物销售成本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科目、本科目（进销差价、进项税额），贷记“库存商品

”、“委托代销商品”、“受托代销商品”等科目。 《办法

》在对发行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核算办法中规定： 1.采用进

价核算库存出版物的，期末，根据“商品销售收入”、“出

租商品收入”等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计算销项税额，借记

本科目（销项税额），贷记“应交税金”科目。 2.采用码价

核算库存出版物的，期末，根据“商品销售收入”、“出租



商品收入”、“销售折让”等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计算销

项税额，借记本科目（销项税额），贷记“应交税金”科目

。 从上述的规定中我们不难归纳出如下结论： 1.进项税额分

别在“商品进销差价”科目的贷方和借方予以反映，其中购

进时反映在贷方，结转销售成本时反映在借方。2.销项税额

反映在“主营业务收入”的借方。 显然，上述处理规定是把

增值税作为了价内税来对待了，因为“主营业务收入”科目

的贷方包含了销售商品时应向购货方收取的销项税额，“库

存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受托代销商品”中包含了

购进货接受委托商品中所含有的进项税额。这明显与增值税

属于价外税的性质相悖。 此外，按照《办法》的上述规定，

在计算发行单位本期应缴纳的增值税额时，只能根据“主营

业务收入（销项税额）”科目的借方发生额减去“商品进销

差价（进项税额）”科目的贷方发生额来计算，这非常令人

费解，明显有悖于“明晰性原则”的要求。 因此，对于《办

法》中存在的发行单位增值税核算办法有悖增值税属于价外

税性质以及“明细性原则的现象必须加以纠正。 对于发行单

位购进出版物中应支付的进项税额，记入“应交税金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科目的借方。对于销售出版物时应收取

的销项税额，应记入“应交税金应交增值说（销项税额）”

科目的贷方。“库存商品”科目额借方以及“主营业务收入

”科目的贷方不再包含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期末

时根据“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和“应交

税金应交增值说（进项税额）”科目即可计算出本期应缴纳

的增值税额。 简而言之，按照增值税作为价外税的本质要求

，采取与《企业会计制度》相同的处理方式来核算增值税即



可。《办法》中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必须加以纠正，以

便真正实现《办法》制定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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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