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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9年 1月 1日收到 2008年计提的利息，并同时收
回本金 16 000元，会计分录同（3）。
（10）2009年 12月 31日计提债券利息：最后一年投资收

益的计算与往年不同，一般通过倒轧的办法算出最后一年的摊

销数，即 3 048.09元［8 000原（110.4+822.48+1 566.03+2 453）］。
由此再倒轧算出投资收益=4 000原3 048.09=951.91（元）。其会
计分录为：

借：应收利息 4 000
贷：投资收益 951.91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3 048.09

（11）2010年 1月 1日收到 2009年计提的利息，并同时
收回本金 16 000元：
借：银行存款 2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2 501.09
贷：应收利息 4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6 000
投资收益———债券投资收益 2 501.09

三、总结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分期还本付息方式涉及本金的偿

还，再加上投资的减值问题，使得此方式下实际利率的计算、

利息调整表的编制以及会计核算等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1.在实际利率计算方法上。分期还本付息方式除考虑利
息的等额偿还外，还应考虑本金的等额偿还。采用插值法计算

实际利率时利用了年金现值系数。

2.在利息调整表的编制上。摊余成本的计算需要考虑本
金偿还因素，如碰到减值问题，摊余成本公式可扩展为：初始

确认金额原已偿还的本金原累计溢价摊销（+累计折价摊销）原
发生的减值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摊余成本的计算公式与会计

准则的规定是一致的。此外，溢（折）价经摊销完以后，最后的

摊余成本并不是债券的面值。随着本金的逐年收回和溢价摊

销，摊余成本逐年减少，利用其计算的投资收益也是逐年减少

的，溢价摊销正好相反，投资收益逐年增加。

3.在会计核算上。分期还本付息方式下取得债券投资时
的会计分录没有大的变动，但由于涉及本金的偿还和减值问

题，使得此方式下摊余成本与投资收益的计算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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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后，使原有的固定资产涉

税会计核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现有的会计教材（包括注册

会计师考试教材）没有作具体介绍，这就需要会计人员在会计

准则的指导下，运用已掌握的会计理论知识，组织涉税业务的

核算。本文就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涉税会计处理谈点个人

看法，以供实务工作者参考。

一、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初始计量的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第八条规定，购买

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

资性质的，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

际支付的价款与购买价款现值之间的差额除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应予资本化的以外，应当在信用

期间内计入当期损益。可见，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的实际成

本应为购买价款的现值加上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和专业

人员服务费等。应支付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不计入其成本，作

为价外税进行抵扣。而应支付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是否进行

折现，是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涉税会计处理的关键所在。

二、举例说明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的涉税会计处理

在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应支付的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是否进行折现，需要根据其是否有首付金额及其金

额的多少来确定。首付金额是指在取得固定资产时支付的款

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的涉税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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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从 2009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真正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

增值税的转变，这使原有的固定资产涉税会计核算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从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初始计量出发,系统介
绍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不同情况下的初始成本确定及涉税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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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笔者认为，有首付金额且首付金额大于或等于进项税额

时，进项税额就不需要进行折现处理；如果没有首付金额或首

付金额小于进项税额时，进项税额就需要进行折现。下面分不

同情况进行说明：

1. 首付金额等于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在这种情况下，
应假定首付金额为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分期付款总额为固定

资产不含增值税的购买价款。

例 1：2009年 1月 1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购货合
同，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的大型设备。合同约

定甲公司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价款。该设备价款为1 000 000
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170 000元，价款合计为 1 170 000元。
按照合同规定，首付金额为 170 000元，并于 2009年 1月 1
日支付，其余款项在 2009耀 2013年的 5年期间平均支付，每
年支付 200 000元，每年的付款日期为当年的 12月 31 日。
设备运到，并已经达到规定可使用状态。甲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用银行存款如期支付了款项。假定折扣率为 10豫。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计算购买价款（不含增值税）的现值=200 000伊（P/A，
10豫，5）=200 000伊3.790 8越758 160（元）。
（2）甲公司 2009年 1月 1日的会计处理：
借：固定资产 758 16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 000
未确认融资费用 241 840
贷：长期应付款 1 000 000
银行存款 170 000

（3）甲公司在信用期间对未确认融资费用进行分摊，其会
计处理略。

2.首付金额大于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应
假定首付金额首先为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其余部分为固定资

产的不含税价款，分期付款总额为固定资产不含增值税的购

买价款扣减首付金额。

例 2：承例 1，假定例 1中的首付金额为 270 000元，其余
款项 900 000元在 5年间平均支付，每年支付 180 000元。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计算购买价款（不含增值税）的现值=（270 000-
170 000）+180 000伊（P/A，10豫，5）越100 000+180 000伊3.790 8越
782 344（元）。
（2）甲公司 2009年 1月 1日的会计处理：
借：固定资产 782 34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 000
未确认融资费用 217 656
贷：长期应付款 900 000
银行存款 270 000

3.首付金额为零的会计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应支付
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在信用期限内平均支付，那么对增值税

的进项税额也要同时进行折现处理，其会计处理相对来讲

比较复杂。

例 3：承例 1，假定例 1中无首付金额，购买价款含增值税

为 1 170 000元，在 5年间平均支付，每年支付 234 000元。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计算购买价款（不含增值税）和增值税的现值：淤购买
价款（不含增值税）的现值=200 000伊（P/A，10豫，5）越200 000伊
3.790 8越758 160（元）；于增值税的现值=170 000衣5伊（P/A，
10豫，5）越34 000伊3.790 8越128 887.2（元）。
（2）甲公司 2009年 1月 1日的会计处理。在这种情况下，

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待交增值税款”明细科目来核算

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现值。

借：固定资产 758 160
应交税费———待交增值税款 128 887.2
未确认融资费用 282 952.8
贷：长期应付款 1 170 000

（3）甲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支付了第一期的价款
234 000元。

首先冲销长期应付款 234 000元。
借：长期应付款 234 000
贷：银行存款 234 000

然后确认 2009 年的利息费用越（758 160垣128 887.2）伊
10%越88 705（元）。

借：财务费用 88 705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88 705

最后确认增值税进项税额中的利息费用：2009年进项税
额中的利息费用越128 887.2伊10%越12 889（元）。

由于增值税中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必须是企业实际支付的

金额，因此列作财务费用中的利息费用 12 889元必须转出，
作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和“应交税费———待交增值

税款”的平衡数。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 000
贷：财务费用 12 889
应交税费———待交增值税款 21 111

经过上述处理后，到了第五年末“应交税费———待交增

值税款”科目的余额为 0，结清该科目，而“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的累计贷方发生额应为 170 000元，
正是企业可抵扣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

4.首付金额小于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首
付金额小于进项税额，假定首付金额用于支付部分进项税额，

未支付的进项税额假定在信用期内平均支付，其会计处理比

照首付金额为零的情况执行，不再详述。

以上是笔者学习消费型增值税会计处理的一点收获和体

会，以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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