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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7_BA_A7_E8_c44_71794.htm 第三节 应付金额视经

营情况而定的流动负债的核算 一、 应交流转税的核算 企业在

一定时期内取得的营业收入和实现的利润，必须按照规定向

国家交纳各种税金。这些应当交纳的税金在尚未交纳之前就

形成了企业的一项负债。 为了总括的反映和监督企业应交税

金的计算和交纳情况，应设置“应交税金”科目，并按税种

设置明细科目，该科目的贷方登记应交而未交的各种税金，

借方登记已交纳的各种税金，期末贷方余额表示尚未交纳的

税金，借方余额表示多交的税金。 (一)应交增值税 增值税是

就其货物或劳务的增值部分征税的一种税种。 1、 应交增值

税核算的主要科目 公司应交的增值税，在“应交税金”科目

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应交增值税”

明细科目的借方反映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支付的进

项税额、实际已交纳的增值税等；贷方反映销售货物或提供

应税劳务应交纳的增值税额、出口货物退税、转出支付或应

分担的增值税等；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抵扣的增值税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下应设置“进项税额”、

“已交税金”、“转出未交增值税”、“减免税款”、“销

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

内销产品应纳税额”、“转出多交增值税”等专栏。但是，

小规模纳税人只需设置“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不需要在

“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中设置上述专栏。 此外，为了分别

反映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前交增值税款和抵扣增值税的情况



，确保企业及时足额上交增值税，避免出现企业以前月份欠

交增值税抵扣以后月份人为地扣除的增值税的情况，企业应

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置“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核算

企业月份终了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转入的当月

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 2、 主要的账务处理 对于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处理不同，而且一般纳税人的账

务处理比较复杂。 （二）应交消费税 为了正确引导消费方向

，国家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部分消费品，在征

收一道消费税。消费税的征收方法有两种：从价定率和从量

定率。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征的应纳税额的税基为销售额，

其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销售额×税率 注意这里的销售额

是不含增值税的，如果企业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未扣除增

值税，或者因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发生价款和增值税

款合并收取的，在计算消费税时，应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的销

售额。换算公式为：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含增值税的销售

额÷（1 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实行从量定率办法计征消费

税时，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单位税额 1、 核

算使用的主要科目 企业应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置“应交

消费税”明细科目来核算应交纳的消费税。“应交消费税”

明细科目的借方登记企业实际交纳的消费税，贷方登记按规

定应交而未交的消费税，如果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尚未交

纳的消费税，如果期末余额在借方，反映多交或代扣的消费

税。 2、 主要的账务处理 企业生产、销售和购入应税商品时

，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例7]某企业未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采用计划成本核算原材料），以其生产的应纳消费

税产品换取原材料，应纳消费税产品的售价为20万元（不含



增值税），产品成本为15万元。假设换取的原材料的价格、

增值税额与应纳消费税产品的售价、增值税额相同。该产品

的增值税率为17%，消费税率为10%。产品已发出，材料已经

到达，材料计划成本为18万元。根据这项经济业务，企业可

作如下会计处理： 应向购买者收取的增值税额=200000

×17%=34000元 应交的消费税=200000×10%=20000元 应作会

计分录： 借：物资采购 20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 34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34000 借：原材料 180000 材料成本差异 20000 

贷：物资采购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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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