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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Ⅰ》教材共8章，今年新增第四章城建税和第八章关税

。根据历年试题分析，最重要的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考题中各种题型都会涉及，特别是计算题和综合题主要围

绕这三个税，三税合计能达到100分左右，占总分数70%左右

；其次是税法基本原理，考题均出现在单选、多选题，不过

近年这部分内容分数有所下降，一般在20分以内；再次是五

至八章，包括城建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这四章

主要是单选、多选题型，但与三个主税结合也可能出现在计

算、综合题型中，但题量和分值都很少，四章预计20分左右

。 本课程重点、难点 增值税类考题中，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

计算，是历年计算题、综合题命题焦点，其中第五节“销项

税额和进项税额”中所述全部内容都必须掌握。 1.销项税额

的关键是确定销售额。 （1）一般销售方式的销售额：销售

额是纳税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

款和价外费用(如手续费、包装物租金、运输装卸费等)，不

论是价款还是外价费用均应是不含税价格。 （2）特殊销售

方式下的销售额：①折扣方式销售：折扣销售关键看销售额

与折扣额是否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

明的，按减除折扣额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如果折扣额另开

发票，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销售折扣，折扣额不得

从销售额中减除；②以旧换新销售：以新货物价格确定销售

额（金银首饰以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价款为计税销售额）



；③以物易物销售：双方均应开具发票，但对换入新货物能

否抵扣进项税额要看是否取得专用发票等；④包装物押金逾

期征税时，应换算为不含税价格，酒类产品（除黄酒、啤酒

外）包装物押金只要收取，增值税、消费税都要交；⑤销售

旧货，一律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

的固定资产，售价超过原值的按照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

税；售价未超过原值的，免征增值税。 （3）视同销售销售

额确定：无同类货物平均售价，用组成计税价格确定销售额

，组价＝成本×(1 成本利润率)。组价公式中如果没有从价征

收的消费税税金或只有单一从量征收的消费税（如啤酒、黄

酒），成本利润率为10%；组价公式中如果有从价征收的消

费税税金，成本利润率按消费税法规定确定。 2.进项税额抵

扣。（1）准予以票抵扣和计算抵扣的进项税额，其中三种计

算扣税是难点。外购免税农产品按买价的13%计算扣税；购

销货物支付给运输企业的运费按7%计算扣税（包括外购免税

农产品）；生产企业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收购免税废旧

物资按普通发票上的收购价格依10%计算扣税。 （2）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与进项税额转出处理：掌握不得抵扣规定（教

材P87第3~8项）。特别注意：购进货物在购进当期进项税额

已抵扣；发生不得抵扣的3~8项时，需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转出方法：一是按原实际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出；二是无法准

确确定原实际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按当期实际成本乘以税率

转出。 3.出口退税的“免抵退”计算，今年教材增加了多个

例题，因而其应用可采用计算题、综合题方式命题。运用“

免抵退”方法，关键是步骤、思路要清楚，基本步骤分五步

：第一步，计算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抵税额；第二步，计算



当期应纳税额；第三步，计算当期免抵退税额；第四步，确

定当期应退税额；第五步，挤兑出当期免抵税额。如果有免

税购进料件，还要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计算各自的抵减额。 

增值税中其他内容还很多，主要以单选、多选题进行考核，

目的在于考核政策本身是否清楚，因而题目比较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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