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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3_81_E6_B5_81_E9_c46_550564.htm (一)供应阶段 1.商业

批发企业实行增值税后，购进商品业务的账务处理 商业批发

企业商品的购进主要包括国内购进、国外进IZl。国内购进又

分为一般商品购进和免税农产品收购等，企业应当分别不同

情况进行会计处理。 (1)国内购进一般商品业务的账务处理 物

资企业从国内购进一般商品，应根据销货方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中的销货金额。记人“物资采购”、“库存商品”科

目，按专用发票中注明的增值税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科目，按实际支付的全部款项贷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 [例]某批发企业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月由本市

加热器厂购进加热器20台。每台不含税买价350元，总计7000

元。进项税额1190元，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开出商业汇

票一张，承兑期为三个月。商品已提回验收入库，则相关账

务处理为： ①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商业汇票等作分录： 借

：物资采购7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190 贷：应

付票据8190 ②根据收费单等作分录： 借：库存商品7000 贷：

物资采购7000 (2)企业收购免税农产品业务的账务处理 企业收

购免税农产品，其账务处理与(1)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于由

于购进的是初级农产品或者说直接从农业生产者那里收购的

，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进项税额根据购进的农产品

的买价乘以13％的扣除率加以确定。 [例]某农副产品收购企

业核定所属某收购站业务周转金9000元，作为日常收购资金

，本月份发生如下业务： ①财会部门向某收购站划拨定额周



转金9000元，根据收购站领款收据及现金支票存根作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备用金(某收购站)9000 贷：银行存款9000 ②

收购站定期编制“农副产品收购汇总表”向财会部门报账，

本月共收购农副产品3000公斤，收购金额8850元，财会部门

审核无误后，根据收购凭证上注明金额签发现金支票，补足

其业务周转金。则分录为： 借：物资采购7699．5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150．5 贷：银行存款8850 (3)进口商品

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企业进口商品，其采购成本一般包括进口

商品的国外进价(一律以到岸价格为基础)和应缴纳的关税。

若进El商品系应税消费品，则其采购成本中还应包括应纳消

费税。进口商品增值税的会计核算与国内购进商品的基本相

同，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外汇与人民币的折合。因为进口

商品要使用外汇，企业记账要以人民币作为本位币；二是进

口商品确定进项税额时的依据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海

关出具的完税凭证。 (4)企业购进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短缺或

溢余的账务处理 企业购进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的短缺或溢余

，也要分别情况进行处理。发生的溢余按不含税的价款记入

“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的贷方，查明原因后进行转销，待

处理财产溢余的处理一般不考虑增值税的问题。企业购进的

商品发生的毁损与短缺，应当将已付的损失商品货款及相应

的进项税额一起转账。 [例]某百货批发公司购进商品一批，

全部款项12700元，其中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10000元，税

额为1700元，对方代垫运费1000元，取得承运部门开具的普

通发票 第六章企业涉税会计核算101 一张，价税款项合计及

代垫运费已由银行划拨，则企业作账如下： 借：物资采

购1093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70 贷：银行存



款12700 上述货物验收入库时，发现有1000元的货物毁损，根

据毁损商品报告单，企业作分录为：、 实际入库商品： 借：

库存商品9837 贷：物资采购9837 毁损商品： 借：待处理财产

损溢1270 贷：物资采购109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

出)177 2．商业零售企业实行增值税后购进商品业务的账务处

理 由于商业零售企业库存商品的核算采用“售价记账、实物

负责制”，而且商品的销售收入采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

式，实行增值税以后，进销业务的核算与其他企业比较有一

定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既要保持零售企业多年来形成的比

较科学的“售价核算、实物负责制”，又要按照增值税的要

求核算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和应缴纳的税金。 (1)一般购进商

品业务的账务处理 按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购进商品仍按

不含税成本借记“物资采购”科目，按进项税额借记“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已付的全部款项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商品入库时，仍按原来的含税售价借记

“库存商品”科目，按不含税的进价贷记“商品采购”科目

，再按含税的进销差价贷记“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2)进货

退出的账务处理 零售企业购进的商品在验收入库后，由于各

种原因，要向供货方提出退货要求，经同意后，可将原购进

商品退还原供货单位。发生进货退出时，应按商品含税零售

价冲减“库存商品”科目，相应调整“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同时还应将收回的已付进项税额予以冲销。 [例]某零售商

业企业本月上旬购进A种商品2000件，每件进价50元，增值税

额8．50元，含税售价65．52元，经甲营业柜组拆包上柜时，

发现有200件质量上有严重缺陷，经与供货单位协商，同意退

货。如数退出该商品后，收回价款存人银行。根据有关单证



，作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11700 商品进销差价3104 贷：库

存商品甲营业柜组131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0 

这笔业务在登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时，应在“

进项税额”专栏中用红字反映。 在实务中，为了真实反映每

个供货单位提供商品的质量状况，一般将上述一笔会计分录

分为两笔进行处理，即： 借：银行存款11700 贷：其他业务

收入500 收到百货商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剩余货款

： 借：应付账款××百货商场9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1700 贷：银行存款11200 商业批发企业其他销售业务的

账务处理与工业企业基本相同，这里不再重复。 2．商业零

售销售商品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实行售价金额核算的零售企业

，其“库存商品”科目是按含税零售价记载的，商品含税零

售价与不含税购进的差额在“商品进销差价”科目内反映。

这样“商品进销差价”科目所包含的内容与过去相比有新变

化，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不含税的进价与不含税的售价之间

的差额；二是应向消费者(或购买者)收取的增值税额。零售

企业销售商品时。首先要按含税的价格记账，即按含税的售

价，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

，同时按含税的售价结转商品销售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

本”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其次，计算出销项税额

，将商品销售收入调整为不含税的收人，借记“主营业务收

入”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再次，月末，按含税的商品进销差价率计算已销商品应分摊

的进销差价，根据计算出来的已销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

调整商品销售成本，即借记“商品进销差价”科目，贷记“

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例]某零售商店采用售价金额核算



，1999年9月5日购进B商品一批。进价10000元，支付的进项税

额为1700元，同时支付运费100元，取得承运部门开具的运费

普通发票，款项通过银行转账；该批商品的含税售价为14000

元；9月20日，该批商品全部售出，并收到货款，增值税税率

为17％，假设9月初无期初同类商品的存货，则该零售店应作

如下账务处理： (1)购进商品支付款项时 借：物资采购10000 

营业费用9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7 贷：银行存

款11800 (2)商品验收入库时 借：库存商品14000 贷：物资采

购10000 商品进销差价4000 (3)商品售出收到销货款 借：银行

存款14000 贷：主营业务收人14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14000 贷

：库存商品14000 (4)月末终了，按规定的方法计算不含税销

售额和销项税额 不含税销售额=14000÷(1 17％)=11965．81(

元) 销项税额=11965．81×17％=2034．19(元) 借：主营业务

收入2034．19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034．19

(5)月末结转商品进销差价 借：商品进销差价4000 贷：主营业

务成本4000 应当指出，上述这样的账务处理，平时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并不反映真正的“收

入”和“成本”，也不能反映出毛利或毛损，只有等到月终

计算并结转全月已销商品应负担的进销差价，分解全月含税

销售额为不含税的销售额和销项税额，并将销项税额自。“

主营业务收人’’科目转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科目后，才能反映已销商品的毛利或毛损。但其优点在

于能保持零售企业在税制改革前的合理核算秩序。并且较多

地简化了核算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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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