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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值税业务期末账务处理的理解

中 船 重 工 第 七 一 六 研 究 所 刘四美 曹 娟

一、科目设置

在“应交税费”一级科目下设置两个二级明细科目“应交

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用于日常

核算，“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用于月末处理。这样区分主要是

从税收方面考虑：将留抵税额与应交或多交的税款分开，即：

上期的进项税额多，可留到下期进行抵扣；上期的销项税额

多，则不能留到下期，需转出上交；当期预交税款多，需转出待

退回或抵减下期税款。假定不涉及进出口业务，纳税期限为 1

日、3日、5日、10日、15日或 1个月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在

“应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下设置三级明细科目，即：淤纳税

期限为 1日、3日、5日、10日、15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三级

明细科目为：进项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转出未交增

值税、已交税金、转出多交增值税；于纳税期限为 1个月的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三级明细科目为：进项税额、销项税额、进项

税额转出、转出未交增值税。

二、增值税业务月末账务处理

1. 纳税期限为 1日、3日、5日、10日或 15日的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当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期限为 1日、3日、5日、

10日或 15日时，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自期满之日

起 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日至 15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

月应纳税款。也即当月需预交税款，月底再进行税款结算。

（1）当月按期预交税款时，会计分录为：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贷：银行存款。这里使用的是“已交税

金”三级明细科目。会计准则规定，当月交纳当月的税款通过

“已交税金”三级明细科目核算。所谓“当月交纳当月的税款”，

是指实际交税月份与税款所属月份一致。通常，纳税期限为 1

日、3日、5日、10日、15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月需预交税

款,存在当月交纳当月税款的现象；辅导期的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如当月领购的发票数量不够，再次领购时税务局要求按已

开发票的 4%预交税款，也存在当月交纳当月税款的现象。同

理，如当月退回当月多交的税款，也通过“已交税金”三级明细

科目核算。

（2）月底结算税款时，当月应交税款与实际预交税款会有

一定的差异，月末的账务处理主要是对其差额的处理。淤当月

应交税款跃当月实际预交税款时，少交的税款当月已来不及

预交，将其转出待次月申报并上交。会计分录为：借：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贷：应交税费———未交

增值税。这里使用了“转出未交增值税”三级明细科目。此笔税

款产生的现金流出实际发生在次月，次月申报上交时，从“应

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转出。于当月应交税款约当月实

际预交税款时，多交的税款现金已实际流出。对于多交的税

款，企业须提出申请才能予以退回，但当月结账前已来不及退

的抵销。借：所得税费用；贷：递延所得税资产。盂本期转回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抵销。借：递延所得税资产；贷：所得税费用。

例 2：承上例，20伊8年 12月 31日经减值测试，无形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为 352 000元，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 8年。

B公司当年业务处理如下：提取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500 000-500 000衣10-405 000衣9）-352 000］-45 000=8 000

（元），无形资产账面价值=［（500 000-500 000衣10-405 000衣9）

-（45 000+8 000）=352 000（元），无形资产计税基础=500 000-

500 000衣10伊2=400 000（元），累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400 000-

352 000=48 000（元），本期期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48 000-

45 000=3 000（元），递延所得税资产=3 000伊25%=750（元）。

无形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余值=无形资产原

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累计多摊销额-本年年初累计已

计提的减值准备=100 000-100 000衣10-（100 000-10 000-

45 000）衣9-45 000=40 000（元）。B公司本年计提的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 8 000元小于当年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余值

40 000元，应将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全部抵销，同时抵销

本期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A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有关抵销分录如下：淤以前

期间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借：无形资产———无

形资产减值准备 45 000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45 000

元。于以前期间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借：未分配利

润———年初 11 250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1 250元。盂本期

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借：无形资产———无形资

产减值准备 8 000元；贷：资产减值损失 8 000元。榆本期形

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借：所得税费用 750元；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 750元。

若 20伊8年度经减值测试无形资产未发生减值，其差异

已发生相反变化，A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将本期转回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予以抵销（即：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科

目，贷记“所得税费用”科目）。

无形资产使用寿命届满时，企业内部交易取得的无形资

产已不复存在，无形资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也转化成已

实现的利润，但必须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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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假定某单位“应交增值税”所属明细科目本月发生额见下

表（设上月留抵税额为 2 000元）：

上表“月末处理前”的数据为本月发生数，“进项税额”三

级明细科目本月发生数与发票抵扣联的认证数一致，计算

如下：本月应纳税额=本月销项税额-（本月进项税额-本

月进项税额转出）-上月留抵税额越6 000-（10 000-3 000）

-2 000=-3 000（元）约0；本月应交税款越0（因为是留抵税额）；

本月实际预交税款越4 000元（“已交税金”三级明细科目本月

发生数）；本月多交税款越本月实际预交税款原本月应交

税款越4 000（元）。

月末处理前“应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本月借方余额

5 000元，其中包含了本月多交的税额 4 000元和本月新增的

留抵税额 1 000元。对于新增的留抵税额继续留在“应交增值

税”二级明细科目待下期抵扣；对于本月多交的税款转到“未

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借方，等待退回或抵减下期应交的税

款，故月末作会计分录：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4 000

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4 000元。

这里使用了“转出多交增值税”明细科目。通常,有预交税

款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也即纳税期限为 1日、3日、5日、10

日或 15日和属于辅导期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可能存在多

交税款的现象，因此有可能使用此明细科目。

2. 纳税期限为 1个月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的纳税期限为 1个月时，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

规定，自期满之日起 15日内申报纳税。也即企业当月不需要

预交税款，但在月末要计算本月是否需要交纳税款。

（1）月份终了，当计算出当月需要交纳税款时，将应交的

税款转出，次月申报并实际上缴。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转出未交增值税）；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这里与

上述预交税款方式下当月预交不足的处理方法一致，但很多

企业却不作账务处理，而是次月实际上交税款时直接从“已交

税金”三级明细科目转出。因实际上交的不是当月税款，故记

入“已交税金”三级明细科目与会计准则规定不符。

（2）月份终了，当计算出当月为留抵税额时,则不作账务

处理，直到某月末存在应交税款时，再按上述方法进行账务处

理。这里很多企业认为留抵税额即是多交的税额，月末从“转

出多交增值税”三级明细科目的贷方转入“未交增值税”二级

明细科目的借方等待退回或抵减下期应交的税款。实际上，留

抵税额并不是真正地向税务部门申报交纳的税款，故记入“转

出多交增值税”三级明细科目不合适。

综上所述，对增值税业务进行月末处理把握的原则是：

“应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下只保留留抵税额；当月多交的

税款或次月才申报入库的税款均转入“未交增值税”二级明细

科目的借方或贷方。归纳如下表所示：

三、增值税业务年末账务处理

增值税业务的年末账务处理，主要是科目的余额如何结

转下年，特别是留抵税额如何结转。留抵税额是“应交增值税”

二级明细科目所属明细科目余额的合计，有的单位年底结账

前，将其明细科目余额相互对冲，将留抵税额保留在“进项税

额”三级明细科目并结转至下年，其他明细科目均结平，类似

“利润分配”科目，年底只有“未分配利润”明细科目有余额，其

他各明细科目均结平。实际工作中，很多单位都采用计算机记

账，如果年底将这些明细科目余额进行对冲，则今后查找全年

纳税情况时不能从科目余额表中一目了然，所以一般不作此

处理。笔者在审计中曾发现有以下三种过账方法：淤将“应交

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下所属明细科目的年末余额对应转入

第二年各明细科目。于将留抵税额，也即“应交增值税”二级明

细科目的余额转入次年“进项税额”三级明细科目的借方，其

他明细科目转为零。采用计算机记账的企业，因明细科目的余

额自动结转，此时要对转过来的期初数进行修改。盂将留抵税

额转入次年“未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的借方，“应交增值

税”科目下的三级明细科目均转为零。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笔者认为第二种方法要相对合理，原

因是：第一种方法将“应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下所属明细

科目的余额全部结转至下年，一年年持续累计下去，使得“应

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下所属各明细科目的余额越来越大，

造成各明细科目的累计余额失去意义。第三种方法将留抵税

额转入次年“未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的借方，如果次年 1

月和以后月份连续为留抵税额时，经过月末账务处理后，这些

留抵税额却保留在“应交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中，此时，纳税

申报表中的“上期留抵税额”将在“应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

税”两个二级明细科目中反映，而税法要求此数据应与“应交

增值税”二级明细科目月初借方余额一致。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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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已交税金

转出多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5 000

10 000

4 000

6 000

3 000

1 000

10 000

4 000

4 000

6 000

3 000

4 000

科目名称
月末处理前

本月贷方 本月借方 本月贷方本月借方

月末处理后

单位院元

将A从野转出未交增
值税冶三级明细科目
的借方转入野未交增
值税冶二级明细科目
的贷方

月底计算袁
本月为留
抵税额

将当月预交税款渊即野已交税金冶
三级明细科目本月发生数冤从
野转出多交增值税冶 三级明细科
目的贷方转入 野未交增值税冶二
级明细科目的借方

不作分录

月底计算袁
本月为应
交税款渊A冤

当A跃当月预交税款时,将两者差
额从野转出未交增值税冶三级明
细科目的借方转入 野未交增值
税冶二级明细科目的贷方

当A<当月预交税款时, 将两者差
额从野转出多交增值税冶三级明细
科目的贷方转入野未交增值税冶二
级明细科目的借方

纳税期限为1日、3日、5日、10日
或15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纳税期限为1个月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