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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0/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620088.htm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易

错问题总结 1．实际交纳的三税为计说依据。凡是涉及到三

税的，除了两个特殊情况外，即（1）机关服务取得的收入免

征（2）进口不征以外，其他全部要征收。征收中涉及到一个

减半征收，即生产卷烟的单位交纳教育费附加减半征收。 2

．进口不征，出口不退问题。进口涉及到三税的，不用交纳

城建，内销环节涉及到三税的，其中增值税不考虑进口环节

增值税抵扣，即用内销实际应纳增值税额来计算城建。（尚

在讨论） 3．三个税率的问题。城建市区为7%，县城镇为5%

，其他为1%。其中教育费附加只有一个税率3% 4．税率确定

问题。以交纳或代收代缴三税的纳税人的地区确认税率。委

托加工时，除受托人为个体经营者外，代收代缴消费税，则

消费税的城建按照受托人所在地确定税率。这里注意，凡是

涉及到代缴三税情形的，就要以代缴人的地区确定税率了，

很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 5．退城建问题。出口城建不退，

但涉及到减免退税的，城建可以相应退回。这里要注意，减

免部分的三税来计算减免退回的城建。 6．罚城建问题。这

是本章的重难点，涉及到税务部门要求查补三税的，城建应

相应查补，由于查补而交纳的罚款，滞纳金应将城建计算进

去，而税务部门追收的罚款和滞纳金不得计算城建。这里注

意查补和追收的区别，另外是容易出客观计算题的地方。千

万要注意计算哪些该计算城建，那些不该计算。而且要注意

计算滞纳金天数，题目一般不会告诉滞纳金的比例，一般为



每日0.05%。 例：税务部门2004年3月1日查获某县城A企业上

月尚未交纳增值税100万，消费税50万。税务机关要求企业补

缴税款并征收滞纳金和2倍罚款（滞纳金按天数计算），计算

企业应补交税款合计。（假设税务部门将教育费附加也要求

计入） 解答：上月3月10日为交纳税款最后期限，按11日算起

，企业滞纳天数为22天。应补交税款（100×3 50×3）×[1 

（5% 3%）] 关税易错问题总结 1．倒扣价格法问题。注意是

从境内的销售价格开始计算，如果是零售价格（即含增值税

）就得慢慢计算了，因为此价格中几乎什么税都有，最终目

标是把关税完税价格算出来。境内含税销售额=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 进口消费税 货物从海关运回的运费，保险费，装卸费 境

内发生的一切与销售活动有关的费用 企业销售时获得的利润 

内销增值税。 例：甲商店销售一批进口货物，零售收

入35.3925万，该店成本利润率10%，进口关税税率10%，消费

税率20%，问：甲为一般纳税人时，（1）该批货物进口已纳

关税，消费税分别是多少？（2）本期应纳增值税多少？ 解

答：此题需用倒扣计算法 销售含税收入-增值税-利润-消费

税=完税价格 完税价格=｛35.3925/[（1 17%）（1 10%

）]-35.3925/[（1 17%）（1 10%）]×20%｝/（1 10%）（其中

不含税销售额中包含利润，消费税额，关税额，所以应该减

去利润，消费税，关税） 进口环节关税=完税价格×10% 进

口环节增值税=完税价格×（1 10%）/（1-20%）×17% 进口

环节消费税=完税价格×（1 10%）/（1-20%）×20%或者35

。3925/[（1 17%）（1 10%]×20%（两者的计算结果一定是一

样的，从完税价格公式中可以看出） 应纳增值税=35.3925/（1

17%）×17%-进口环节增值税 2．法定减免和特定减免问题。



法定减免主要以定量为主，而特定减免中是对特定的货物或

特定的进出口业务的减免。 例：以下属于关税法定减免项目

的是： A：行邮税额为35元的货物 B：残疾人专用器材的进口

C：外国政府捐赠的进口货物 D：无价值的随货物进口的样品

解答：ADB和C属于特定减免项目 3．离岸价格问题。离岸价

格是指出口货物离境前的总价，其中包括关税，所以在计算

关税时要换算成不含税价，关税=离岸价格/（1 关税税率），

千万不要直接用离岸价格×关税税率，这里很容易忽视。 4

．进口关税完税价格问题。需计入关税完税价格的特殊项目

要注意。基本上包含了购买方进口前为货物支付的所有费用

，包括特许权使用费，企业赠送或极低价格给予销售方的货

物，但不包括境内的复制权费和支付给购货代理人的购货佣

金。这里容易把两个特殊情况记漏。此外，还需要记住不允

许计入关税完税价格的项目，比较容易出错的几个是：（1）

进口设备涉及的境内修理费，安装费等（2）境内的运费等 5

．买方佣金和卖方佣金问题。购货佣金又称买方佣金，是对

购买方的购货代理人支付的佣金，属于对企业内的佣金，而

支付给销售方的属于卖方佣金，是需要并入关税完税价格计

算关税的。这里很可能搞混淆。 6．留购问题。暂时进口的

货物，交纳相当于关税的保证金后6个月内免税，6个月内复

运出境，退回保证金。如果企业留购了，按照留购价格计算

关税；留购货样，也按留购价格计算关税。但要注意，如果

企业愿意一次性交纳税款的，应按货物一般完税价格确定。 

例：汽车展览暂时进口轿车10辆，2个月后展览结束，A企业

愿意购买全部轿车，价格总计1000万元，试求A企业应纳的关

税。关税税率20% 解答：关税额为1000×20% 7．暂时进口货



物问题。暂时进口的货物在6个月内免税，但如果货物停留时

间超过6个月，应该按照超过时间交纳关税。这里应和免税货

物补税问题进行比较。（尚在讨论中） 例：A企业暂时进口

设备一台，关税完税价格为100万，在境内停留8个月后出境

，A企业交纳关税为多少？关税税率20%，该设备税务部门监

管时间5年 解答：暂时进口货物6个月内免税，超过部分应该

补税，应交纳关税=100×2/（5×12）×20% 8．免税进口货物

补税问题。免税进口货物在内销时应该补税，关税完税价格

为扣除使用年限的折旧后的价值。 例：A企业符合国家规定

鼓励行业，进口用于技术改造设备一台，进口免税，价格100

万元，使用2年后，欲将其销售，则企业销售时应补缴的关税

是多少？（此设备税务部门确定监管时间为5年，关税税

率20%） 解答：应补缴关税=100×（5-2）/5×20%=12万 9．

进料加工，来料加工问题。税务部门按照实际出口量对进口

的材料进行免税。但如果转为内销，应该补税。加工后涉及

剩余的边角料的，这两种加工方式的规定有所不同。进料加

工边角料内销，按加工货物的2%免税，但不能超过3000元；

来料加工边角料按加工货物的2%，但不超过2000元免税。稍

微注意一下。如果考偏题，可能要考到的。 10．运费确认问

题。邮运的以邮费为运费。公路铁路运输的，无法确定运保

费的，按照货物价格的1%确定运保费。保险费无法确定的，

按照货物加运费的0.3%来确定保险费。这个地方不能忽视，

以前可是考过计算的。 11．自驾进口运输工具问题。自驾进

口的，其运费可以不计。牵涉到后面的关税计算，所以也要

注意。 12．关税征收问题。申报时间为运输工具报关当日

的14日内。交纳时间为海关填发税款交纳书当天的15日内。



13．滞纳金问题。涉及到滞纳金的，按交纳时间最后期限的

后一天开始算起，计算天数是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天数一错

，答案就错了。所以应该引起注意。 14．关税强制执行问题

。关税的强制执行不包括罚款的行为。只有两种，抵顶和强

制交纳 15．边境地区贸易问题。边境互市贸易日交易额

在3000元以内的，免税。边境贸易企业销售除烟酒外货物减

半征收。注意是减半而不是免税 16．全部加工生产地和实质

性加工生产地的问题。是确认关税税率的前提，其中实质性

加工增值达到30%的，为实质性加工生产地。按照该地区的

关税税率计算关税。 17．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问题。进入出

口加工区或从出口加工区出来的货物视同进口与出口。已经

把出口加工区作为境外了，这里要注意一下。 18．出口加工

货物和出口修理货物的完税价格确定问题。不要管货物本身

价值，按照加工费，辅助材料费，运费，保险，等费用合计

确定，后者按照修理费，辅助材料费，运费，保险等费用确

定，这里很容易忽视，一定要多看一下 资源税易错问题总结

1．征与不征问题。非初级矿不属于征收范围，这里不是免征

，请注意。比如选煤，精矿，汽油等 2．征与免征问题。煤

矿生产的天然气免征，中外合作生产天然气，原油，暂免征

收，只征收矿区使用费。用于油井采矿所需原油免征 3．征

与减征问题。有色金属矿减征30%，联合企业，包括从联合

企业独立出的铁矿山，铁矿石减按40%征收，这里要注意一

般所说的重点矿山开采铁矿石均属此类。注意范围的限制。

4．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问题。直接销售的，销售时纳税，加工

后销售的，按照实际领用数量在领用后纳税。这里有个特殊

情况，无法确定领用原煤数量的，按照洗煤销售数量的综合



回收率计算原煤数量纳税，而不是按照领用原煤数量纳税。

这里很容易搞混，我也是看了蝴蝶梦的帖子才搞清楚的。千

万要注意哦 5．购进的液体盐加工问题。购进的液体盐加工

固体盐，其已纳液体盐的资源税可以抵扣。自产液体盐加工

固体盐的，按照固体盐的加工数量计算资源税。这里要注意

一下 6．资源税计说依据问题。和价格无关，千万不要搞混

了。只与数量有关。相对来讲就简单了。 7．资源税与增值

税税率问题。今年凡是征收资源税的应税货物,一般按照13%

的低税率征收。（石油，盐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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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