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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_E7_9B_B4_E

6_8E_A5_E5_87_8F_E5_c44_71203.htm 一、首先，我们先了解

一下增值税各项优惠政策的含义 1、直接免征：直接免征增

值税，纳税人不必缴纳。如销售残疾人专用品；2、直接减征

：按应征税款的一定比例征收，目前除了对简易征税的旧货

规定了减半征收外，多是采用降低税率或按简易办法征收的

方式给予优惠，还没有按比例减征的规定；3、即征即退：指

税务机关将应征的增值税征收入库后，即时退还，比如对软

件企业的超3％税负的部分即征即退，退税机关为税务机关

；4、先征后退：与即征即退差不多，只是退税的时间略有差

异；5、先征后返：指税务机关正常将增值税征收入库，然后

由财政机关按税收政策规定审核并返还企业所缴入库的增值

税，返税机关为财政机关。如对数控机床产品实行增值税先

征后返。二、会计处理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规定①、对

于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贷：补贴收入②、对于企业实际收到即征即退、先征后退、

先征税后返还的增值税借：银行存款 贷：补贴收入 个人认为

会计制度规定的直接减免增值税的会计处理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企业会计制度》的这个会计处理的前提一定是企业

销售了免税货物之后，计提了销项税额，否则账是不平的。

增值税条例规定，为生产免税货物而耗用的原材料的进项税

额不得抵扣，也就是要将这部分进项税转出计入成本。如何

转出，条例有公式。如果进项转出了，再计提销项税额，那

么这个销项税额，就是免税产品的全部增值税税负，包含了



生产免税货物以前各环节缴纳的增值税，而这些增值税是别

的企业缴纳的。本企业为购进这些原材料已经支付了增值税

，国家只是免征了本企业应交的增值税，而并不是象出口退

税那样，不仅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还要退回以前各环节缴

纳的增值税。所以将全部销项税记入补贴收入的做法显然不

妥。1、我认为对直接免征增值税的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

种：按会计制度规定的分录来进行会计处理，但是这种处理

的前提是，销售免税货物应正常计提销项税额；为生产免税

货物而耗用的购进材料的进项税是不能做转出处理的，并且

要将全部进项税额在应税货物与免税货物销售收入按规定划

分；这样才能计算出企业应交的增值税额和免征的增值税额

。①、销售免税货物时借：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

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②、将进项税额在免税销售

额与应税销售额之是分配，计算出免征的增值税额借：应交

税金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贷：补贴收入年末将补贴收入

并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二种： 对于

直接免征增值税的，销售免税货物时，不必计提销项税额，

为生产免税货物而购进的原材料的进项税做转出处理，计入

成本。①、销售免税货物时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

②、按规定计算转出进项税时借：主营业务成本（应分摊的

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这

样处理之后，免税货物销售收入减去相应的销售成本即为免

税货物的销售毛利，自然并入了企业的利润总额，不必单独

将免征的增值税计入“补贴收入”。如果企业免征的增值税

属于不征收所得税的（目前还没见到），则可以在年度所得

税汇算时，将这部分免税做纳税调减处理，填入纳税申报表



第67行“免税的补贴收入”，不单独进行会计处理。如果为

了单独在账簿上体现这部分免征的税额，也可以将计算出的

免税金额单独从主营业务收入中分离出来，但是这样处理没

有什么意义：借：主营业务收入贷：补贴收入销售免税货物

的，增值税条例规定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开具普

通发票，买方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从农业生产者收购免税

农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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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