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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问题解答之七

058. 我公司是商品流通企业，由于销售商品时发生的部

分费用是由我公司替供货商代垫的，提货时供货商开出相应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收据给我公司。请问，我公司在收到这些

票据时应如何做账？

答：《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

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

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条例第六条

第一款所称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

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

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贷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

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

由此可知，凡价外费用，无论其会计制度如何核算，均应

并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对于你公司的代垫费用，应计入销

售收入中处理。（王建安）

059. 我公司是商业公司，有时会购入一些样品给客户试

用，或者免费送给客户，因为数量很少，客户一般不要发票，但

是购买样品时我公司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请问进项税额

需要转出吗？

答：购入的商品免费给客户使用，相当于是将购买的货物

无偿赠送给他人，属于视同销售货物行为，应按照下列顺序核

定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淤有同类货物的，按当月同类货

物的市场平均销售价格确定；于最近时期有同类货物的，按最

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盂按组成计税价格确

定。因此，你公司应根据核定的销售额直接计算销项税额，不

用转出进项税额。（王洪芳）

060. 我单位是事业单位，准备投资 50万元成立一家公

司，根据协议，其中 15万元为货币资金，35万元为固定资产。

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36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价为

35.1万元。请问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我单位应如

何进行账务处理？

答：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事业单位以固定资

产对外投资，应按评估价或合同、协议确认的价值借记“对外

投资”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按固定资产

的账面原价，借记“固定基金”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王

建安）

061. 2008年度，我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为亏损，请问是否

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

答：即使企业当年亏损，仍满足“纳税调整后所得越利润

总额垣纳税调整增加额原纳税调整减少额垣境外应税所得弥补

境内亏损”。也就是说，当企业当期亏损时，仍享受加计扣除的

税收优惠政策，对应纳税所得额小于零的数额，准予向以后年

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超过 5年的不允许扣除。但是，对创业投资企业的加计扣

除不受 5年的限制。

另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对创业

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

业 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 70%在股权持有期满 2

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

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该规定并未对企业在以

后多长时间内抵扣加以限定，所以，对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

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年以上的，可

以按照其投资额的 70%在股权持有期满 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

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直至抵扣完为止。（纪宏奎）

062. 对于预收的房屋租金收入，在计征营业税、个人所得

税以及房产税时，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当如何确定？

答：1. 营业税。对 2009年 1月 1日以前发生的采取预收

款方式取得的房屋租金收入，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规定确认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而对 2009年 1月 1日

以后发生的，在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即发生纳税义务。

2. 个人所得税。对一次取得的属于以后期间的房屋租金

收入，应当在合同期内分月确认，扣除相应的营业税、房产税

等税费以及法定扣除费用后的所得减按 10%优惠税率计算每

月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出租人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为取得租金收入的当期。

3. 房产税。出租房屋的纳税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当

为实际取得租金收入的当天。（纪宏奎）

063. 张某拟将从 A单位承租的一栋办公楼对外转租，张

某每年须向 A单位缴纳房屋租赁费 145万元，而对外转租还

需要对房屋进行装修，装修费用大概需要 10万元。按照市场

行情测算，预计转租可以获得租金收入 180万元。根据现行税

收政策，张某取得的房屋转租收入应当如何纳税？

答：1. 营业税。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将租用房

屋再转租出去，应全额按租金收入计算缴纳营业税，不能扣除

租赁成本。对按市场价格出租的非居住用房按 5豫的税率计算

征收营业税。因此，应交营业税=1 800 000伊5豫=90 000（元）；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90 000伊7豫=6 300（元）；应交教育费附

加=90 000伊3豫=2 700（元）。

2. 印花税。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财产租赁合

同应按租赁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一贴花。应交印花税=（1 450 000+

1 800 000）伊1译=3 250（元）。

3. 房产税。根据《房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房产税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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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承担人应当为产权人，所以转租人不应缴纳房产税。但在实

践中，部分省（市）将房屋转租看做是房屋出租行为的延续，规

定实际取得收益人即转租人还应当就转租的差额收益缴纳房

产税。因此，应交房产税=（1 800 000-1 450 000）伊12豫=

42 000（元）。

4. 个人所得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取得的

转租所得应当按“财产租赁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需要特别

说明的是：对能提供原承租合同及合法完税凭证的，原支付的

租金可分次（月）从租金收入中扣除，但不再重复扣除基本费

用标准。同时，除了准予扣除在转租过程中实际缴纳的税金和

教育费附加外，还准予扣除能够提供有效、准确凭证，证明由

纳税人负担的该出租财产的修缮费用，以每次 800元为限，一

次扣除不完的，准予在下一次继续扣除，直至扣完为止。同时，

个人出租房屋取得的所得暂减按 10豫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

税。因此，年应纳个人所得税=（1 800 000-1 450 000-90 000-

6 300-2 700-3 250-42 000-800伊12）伊（1-20豫）伊10豫=

15 692（元）。（纪宏奎）

064. 某公园在 2009年 3月取得游船收入 12万元，其中，

游客自驾船收入 9万元，观光游船收入 3万元。税务机关要求

该公园对游客自驾船收入按照娱乐业报税（娱乐业适用的营

业税税率为 20%）、对于观光游船收入按照服务业报税。请问，

对于上述业务收入到底应如何申报纳税？

答：1. 关于游客自驾船收入。在我国，对娱乐业征收营业

税一般按照场所对待，征收娱乐业营业税应当严格限定在国

家已经明确规定的征税范围之内。而游客自驾船收入不属于

营业税征税范围。因此，对公园取得的游客自驾船收入按“文

化体育业”或“服务业”征收营业税为宜，具体应进一步和主管

税务机关沟通确定。

2. 关于观光游船收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风景名胜区

景点经营收入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254

号）明确规定，对单位和个人在旅游景区经营旅游游船、观光

电梯、观光电车、景区环保客运车所取得的收入应按“服务

业———旅游业”征收营业税。

因此，该公园取得的观光游船收入应按“旅游业”项目申

报缴纳营业税。（王学军）

065. 对于购销合同的印花税，税法要求按照购销金额计

算，那么这个金额是否包含增值税，是否有相关文件规定这项

内容？

答：《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应在合同签订时按合

同所载金额计税贴花。对购销金额是否包含增值税没有相应

的规定，对此各地的规定也不同。考虑到增值税为价外税的特

性并结合合同签订条款，实际工作中应把握以下几点：淤如果

购销合同中只有不含税金额，以不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

税依据；于如果购销合同中既有不含税金额又有含税金额，且

分别记载的，以不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盂如果购

销合同所载金额中包含增值税，但未分别记载的，以合同所载

金额（即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由于合同印花税属于地方税，不少省级地税机关或者计

划单列市地税机关也结合本地实践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如果

地方上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王学军）

066. 我公司属于由 3位自然人股东出资组建的有限责

任公司。2009年 3位股东分别以汽车、房屋、土地使用权增

资，汽车购买价为 140 000元，7成新，3位股东协议作价 130 000

元；房屋购买价为 400 000 元，3 位股东协议作价 600 000

元；土地使用权购买价为 1 000 000 元，3 位股东协议作价

1 600 000元。请问，增资后上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折旧

额、摊销额能否税前扣除？这 3位股东该如何计算纳税？

答：1. 对于以汽车增资的自然人股东，其出资行为不属

于《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称的销售货物或者视同

销售货物行为，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对汽车计提的折旧可以按

照税法规定在税前扣除。

2. 对于以土地使用权增资的自然人股东，《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2］191号）规定，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

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

的通知》（财税字［1995］48号）规定，对于以房地产进行投资、

联营的，投资、联营的一方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

或作为联营条件，将房地产转让到所投资、联营的企业中时，

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因此，对该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无形资

产摊销并税前扣除。

3. 对于以房屋增资的自然人股东，同样不征收营业税和

土地增值税。因此，该房屋可以作为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并税前

扣除。

4. 企业取得上述作为投资的固定资产，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固定资产原值及折旧年限认定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3］1095号）的规定，企业取得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折

旧年限，主管税务机关首先应当根据已使用过固定资产的新

旧磨损程度、使用情况以及是否进行改良等因素合理估计新

旧程度，然后与该固定资产的法定折旧年限相乘确定。新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后，上述政策是否可以延续使用并未得到明确，

企业可以暂参照此规定进行处理。

5. 虽然上述 3位自然人股东的出资行为不涉及增值税

和营业税，但是可能涉及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资产评估增值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

115号）的规定，个人以评估增值的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取

得股权的，对个人取得相应股权价值高于该资产原值的部分，

属于个人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不难看出，对于以汽车增资的股东，其股权作价 130 000

元没有高出汽车原价 140 000元，不产生财产转让所得，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对于以土地使用权、房屋增资的股东，股权作

价金额都高于资产原价，产生财产转让所得，需要按照差额征

收 20%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由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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