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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8_BE_85_E5_c46_620030.htm 一、偷逃增值税的主

要手段 1.少计销项税。 （1）把销售产品等含税收入票据压下

来不做账，推迟申报纳税。 （2）把销售产品等含税收入放

入“小金库”中，以偷逃增值税。 （3）把销售产品等含税

收入不做收入和应交税金账，而冲减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产品销售费用、其他业务支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在建

工程、递延资产、待摊费用等支出，不申报纳税。 （4）把

销售产品等含税收入不做收入和应交税金账，而做在“应付

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等账上，不申报纳税。 （5）价外收入不计

提销项税。 （6）出售原材料、边角料、废旧物品等收入不

计提销项税。 （7）按低于规定的税率计提销项税，以偷逃

增值税。 （8）采取以物易物方式销售货物，不作销售处理

计提销项税。 （9）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不按新货

物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计提销项税或不作销售处理计

提销项税。 （10）以货抵债的，不作销售处理计提销项税。 

（11）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在建工程等非应税项目

的，不视同销售货物计提销项税。 （12）将自产或委托加工

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企业或个人的，不视同销售货物

计提销项税。 （13）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

投资者的，不视同销售货物计提销项税。 （14）将自产或委

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不视同销售货物

计提销项税。 （15）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的（限额内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以外），不视同销售货物

计提销项税。 （16）随同产品出售包装物收入及逾期未退还

的包装物押金，直接冲减“包装物”账，不计入销售收入提

取销项税。 （17）化自产为加工，少提销项税，即只按销售

额与原材料成本的差额计算销售收入，原材料成本直接用销

售收入冲减。 （18）采取记账凭证金额小于所附附件所载销

项税金额的手段，以少计销项税。 （19）免税项目多退销项

税额，即不按不含税收入乘17％计算，而按含税收入直接

乘17％从销项税额中退出。 （20）故意混淆征免税界限，把

应税项目列入免税项目。 2.虚增进项税。 （1）没有购进货物

，开具假的购进货物增值税发票，虚增进项税。 （2）虚开

货物进价，多计进项税。 （3）因进货退回或折让而收回的

增值税不从进项税中扣减。 （4）购进货物未按规定取得或

保存增值税扣税凭据，而推算进项税申报抵扣。 （5）购入

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及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货物，

将其税计入进项税申报抵扣。 （6）购入货物改变用途用于

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及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不将相应

的进项税转出，而仍申报抵扣。 （7）购入货物作为投资或

捐赠转出时，不将相应的进项税转出，而仍申报抵扣。 （8

）非正常损失产品、在产品或外购货物，不将相应的进项税

转出，而仍申报抵扣。 （9）将购置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

特别是按规定一次性计入生产成本的固定资产已交的税金计

入进项税申报抵扣。 （10）被收购货物的对象是经营单位而

不是个人，而采用专用收购凭证计算进项税申报抵扣。 （11

）向小规模纳税人购入货物，因小规模纳税人只能代开6％的

增值税，而运费可据实抵扣10％的进项税，故采取降低进价



、扩大运费的手段以虚增进项税。 （12）非法从运输企业、

个体户手中弄来运费发票，甚至干脆用白条运费发票据以计

算进项税申报抵扣。 （13）供货单位返还给企业的利润或奖

励，直接冲减有关费用或作营业外收入，不将相应的进项税

转出。 （14）多提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的如电费等预提费用

，以虚增进项税，甚至有的单位冲转多提如电费等预提费用

时又不如数转出多提的进项税。 （15）采取记账凭证金额大

于所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抵扣联金额的手段，以虚增进项

税。 （16）有二级单位的企业，有的进项税既在一级单位申

报抵扣，又在二级单位申报抵扣，造成重复抵扣进项税额。 

（17）货物未入库，也未付款，但专用发票先到，企业就按

发票注明的税金作进项税申报抵扣。 （18）将办理申报纳税

期间收到的专用发票提前到上期计算进项税申报抵扣，以减

少申报期内的应交税金。 3.其他手段。 （1）查补增值税的入

库，不按规定调整账务，而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

交税金）”，贷记“银行存款”。这样，企业在缴纳下期增

值税时，就不知不觉地将查补的税款如数抵顶了回去。 （2

）采取记账时张冠李戴以虚减销项税或虚增进项税的手段偷

逃增值税，如会计凭证上为“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10000元”，而记账时则将此记入“管理费用”账户

的贷方；又如会计凭证上为“借：产品销售费用6000元”，

而记账时则将此记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的借方。 （3）采取有增加销项税会计凭证不记或少记账，

无增加进项税会计凭证记增加进项税账或不按会计凭证上增

加进项税的金额多记账的手段偷逃增值税。 （4）不如实进

行纳税申报，即少报销项税、进项税额转出或多报进项税、



已交增值税以达到偷逃增值税的目的。 （5）偷逃增值税后

，谎称会计资料遗失或因某种灾害损毁，以掩盖偷逃增值税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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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