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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计税办法下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公式探讨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王 勇 云南省科技情报研究院 李瑞光

（一）

2008年，在国际金融动荡、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

为了应对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我国将财税政策由“稳

健”调整为“积极”，其中税收政策的调整释放出“拉内需、保增

长”的信号。2008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在

2009年，政府将“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保障重点领域和重

点建设支出，支持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实行结构性减税，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笔者认为，目前财税政策的主旋律已转

为结构性减税，并贯穿 2009年。

（二）

2009年开始实施的《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纳税

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

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

税价格计算纳税。

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衣（1原比例税率）

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自产自用数量伊定额税率）

衣（1原比例税率）

《消费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消

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衣（1原比例税率）

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委托加工数量伊定

额税率）衣（1原比例税率）

《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进口的应税消费品，按照

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衣（1原消费税比例

税率）

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进口数量伊消费

税定额税率）衣（1原消费税比例税率）

通过对以上规定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三条规定当

中，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都

是 2009年开始实施的《消费税暂行条例》新增加的内容，在此

之前，三者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都与单纯实行从价定率

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一样，分子中都无“数

量伊消费税定额税率”，也就是说现在的税负要比以前的重。

另外，笔者对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方法的合理性也提出了疑

问。我们知道，组成计税价格是在无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作为

参考时才采用的用来计算大致等同于销售价格的一种计算方

法，消费税为价内税，也就是说销售价格中要含有消费税，因

此，组成计税价格当中也应该包括消费税。笔者以委托加工应

税消费品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为例来做分析。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

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委托加工数量伊定

额税率）衣（1原比例税率）

此公式可以等量变形为：

组成计税价格越（材料成本+加工费）衣（1原比例税率）垣

（委托加工数量伊定额税率）衣（1原比例税率） 公式淤

组成计税价格中应该包括消费税，即包括从价计算出的

税额和从量计算出的税额。笔者认为，组成计税价格写成下式

更为合理：

组成计税价格越（材料成本+加工费）衣（1原比例税率）垣委

托加工数量伊定额税率 公式于

组成计税价格中包括的从量计算出的税额应该是“委托

加工数量伊定额税率”，而公式淤中“委托加工数量伊定额税

率”再除以“1原比例税率”，这在税额数量上是无依据的增加，

也就是说公式淤比公式于的税负要重。价内税只需要把税额

加入到组成计税价格之中即可，从量计算出的税额可以直接

加入到组成计税价格中，而不应该如同从价计税的价格一样

要用不含税的价格除以本身的比例来倒算。这种计算方法导

致的税负的增加从数学的计算角度来说是没有道理的，而且

从 2009年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及国家的宏观政策面来看也

不甚合理。因此笔者认为，此公式在 2009年变更不合时宜，为

时过早，而且就算是调整，调整的合理性也不够，税负变重就

因为除以了一个百分数，但这点从消费税属价内税来说也不

合理。其他两种情况，即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与进口应税消费

品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中的不合理性同此。

（三）

下面笔者通过实例计算来对以上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存在的问题进行税额上的实证分析。

例：甲企业委托乙企业加工粮食白酒一批。甲企业为乙企

业提供原材料等实际成本为 60 000元，支付乙企业加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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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0元，加工完毕后收回白酒 3 000斤。已知适用的消费税

税率为 20豫，单位税额为 0.5元/斤（或毫升）。同时，对于该应

税消费品，受托方无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试计算乙企业代扣

代缴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

按照公式淤计算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委托加工数量伊定

额税率）衣（1原比例税率）越（60 000垣20 000垣3 000伊0.5）衣（1原

20豫）越101 875（元）

乙企业代扣代缴消费税越101 875伊20豫垣3 000伊0.5越

21 875（元）

按照公式于计算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衣（1原比例税率）+委

托加工数量伊定额税率越（60 000垣20 000）衣（1原20豫）垣3 000伊

0.5越101 500（元）

乙企业代扣代缴消费税越101 500伊20豫垣3 000伊0.5越21 800

（元）

按公式于计算出的结果比按公式淤计算出的结果少了

75元，金额虽不大，但是公式淤比公式于的结果多出的金额

无理由，从税收依据的合理性方面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因此，

笔者认为应该以公式于作为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

（四）

笔者对于现行《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复合计税办法下

应税消费品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调整总体上来说是赞同的，只

是在具体的公式计算上有一点建议。公式中的从量计税部分

计入组成计税价格的方式不太合理，而应该依据消费税是价

内税这一原则将从量计税部分直接列入原先组成计税价格基

础，这样更为合理。

这样修改无论从数学计算的合理性角度还是从 2009年

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宏观角度都是有一定可行性的，笔者只

是提出这方面的一个建议，望有关学者给予批评指正。茵

复杂控股关系下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 吴 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企业不仅包括母公司直接拥有

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资本的企业，还包括母公司间接

拥有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资本的企业，以及母公司以

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拥有、控制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

资本的企业。这样就产生了复杂控股的情况。复杂控股分为两

种结构形式：“母、子、孙”结构和关联附属结构。在“母、子、孙”

结构下，母公司控股了子公司，而子公司又控股了其子公司

（母公司的孙公司）。在关联附属结构下，一家公司直接持有另

一家公司的股份虽未达到半数以上，但通过其子公司持有后

者的股份，累计已经达到半数以上股份，从而能够控制后者的

经营和财务政策。

一尧野母尧子尧孙冶结构下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母、子、孙”结构下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有顺序法和

同步法两种。

（一）顺序法下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例 1：2008年 1月 1日，W 集团下属三个一级全资子公

司 A、B、C与集团外的其他投资人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 D，D

公司注册资本 1 000 万元，其中 A 公司占 60%，B 公司占

20%，C公司占 10%，集团外的其他股东占 10豫。假定 D公司

无资本公积，其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等于公允价值。2008

年，D公司实现净利润 100万元，按净利润的 10豫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除此之外无其他利润分配。假定 2008年 1月 1日 A

公司实收资本 10 000万元、资本公积 1 000万元、盈余公积

500万元、未分配利润 500万元，其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等于公允价值。2008年，A公司实现净利润 1 000万元，按净

利润的 10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并分配现金股利 800万元，除

此之外无其他利润分配。

分析：W集团对 A公司的投资和 A公司对 D公司的投

资都超过了 50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日常采用成本法

核算，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要按照权益法的要求对成本

法核算的会计资料在合并财务报表的工作底稿中进行调整。

在顺序法下，A公司作为D公司的控股公司，应先将 D公司

纳入 A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W集团再根据 A公

司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W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从W集团

层面看，W集团通过 A、B、C公司间接拥有 D公司 90豫的表

决权资本，应按 90豫的比率进行合并抵销，而 A公司对 D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时是按 60豫的比率合并抵销的，因此，少抵销

的 30豫在W集团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进行调整抵销。另

外，C公司对 D公司的投资只占 10豫，日常采用成本法核算，

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要按照权益法的要求，对成本法核

算的会计资料在合并财务报表的工作底稿中进行调整。

本例不考虑W集团对 B、C公司的抵销处理。

第一步：A公司对 D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1）调整分录：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将 A公司对 D公司的

投资从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借：长期股权投资 60万元；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