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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账务处理的一般原则

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取得的不管是价税合一的普通发

票，还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增值税额一律不得抵扣。购进、生

产及销售环节均是价税混合核算，但在月终结转收入时与一

般纳税人一样，也进行价税分离核算。所不同的是，一般纳税

人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明

细科目进行规范的价税分离核算，而小规模纳税人只需设置

“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即可。由于二者计税、征收方式不同，

在商品流转链上形成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之间业务发

展的鸿沟，因为小规模纳税人自开的价税合一普通发票，一般

纳税人不能凭此抵扣进项税额，从而造成存货成本的增加。

二、小规模纳税人的具体会计处理

假设某小规模纳税人某月销售货物，由其自开价税合一

的普通发票，金额为10 000元，货款以银行存款收讫。在下月

初以银行存款缴纳当月应交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开具普通发票销售的一般会计处理方法是

价税混合核算，月终汇总计提增值税（第一类做法）。但据笔者

调查，企业实务中还存在另外两种会计处理方法：一种是仿照

一般纳税人的会计处理方法，逐笔计提增值税（第二类做法）；

另一种是价税混合核算，在月终汇总计提增值税时发生错误

（第三类做法）。具体为：

1. 第一类做法。销货时，借：银行存款10 000元；贷：主营

业务收入10 000元。月终汇总计提税费并结转利润时，将价税

分离：销售额越10 000衣（1+0.03）越9 708.74（元）；应交增值税=

9 708.74伊0.03=291.26（元）。借：主营业务收入291.26元；贷：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291.26元。借：主营业务收入9 708.74

元；贷：本年利润9 708.74元。下月初缴纳税费时，借：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291.26元；贷：银行存款291.26元。

2. 第二类做法。销货时，价税分离：销售额=10 000衣（1+

0.03）=9 708.74（元）；应交增值税=9 708.74伊0.03=291.26

（元）。借：银行存款10 0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9 708.74元，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291.26元。月终结转利润时，借：主营

业务收入9 708.74元；贷：本年利润9 708.74元 。下月初缴纳增

值税时，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291.26元；贷：银行存款

291.26元。

3. 第三类做法。销货时，借：银行存款10 000元；贷：主营

业务收入10 000元。月终计提税费并结转利润时，借：主营业

务税金及附加3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300元。借：

主营业务收入10 000元；贷：本年利润10 000元。下月初缴纳

税费时，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300元；贷：银行存款

300元。

由此可以发现，第二类做法在销售货物时就进行了价税

分离核算，并逐笔计提增值税，将扣除应交增值税后的销售收

入计入主营业务收入。第一类和第三类的做法都是在销售货

物时采取价税混合核算（没有进行价税分离）方式，并把销售

收入直接计入主营业务收入。在实务中，小规模纳税人在购进

货物和生产环节都是价税混合核算，而第二类做法在销售货

物时却采取价税分离核算，导致企业财务核算不具有连续性。

而且在实务中企业必定开具许多张普通发票，那么逐笔计提

增值税的工作量将很大，且无计提增值税的原始凭证，仅依据

一张价税混合的普通发票。因此第二类做法既不符合小规模

纳税人的简易核算原则，也不符合企业会计制度的相关要求。

在月终汇总计提增值税时，第三种做法以纳税申报表作

为计提增值税的原始凭证，会计凭证完整。但计提增值税时没

有将增值税从价税混合的销售额中分离出来，使主营业务收

入10 000元中含有增值税，因此导致企业多缴了8.74元的税

款，造成计税错误。

第一类做法综合并完善了后两类做法的优点，使小规模

纳税人增值税核算的会计处理操作简便、计税准确、凭证完

整。因此，小规模纳税人的会计人员参照第一类做法，建账立

制，完善增值税核算资料，做好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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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支付完毕，剩余的边角料归乙企业所有。

乙企业相关账务处理为（暂不考虑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相

关税费）：淤收到受托加工材料并验收入库，借：原材料———受

托加工材料 100；贷：受托加工商品———甲企业 100。于生产加

工产品 A，领用受托加工材料，借：生产成本———A产品———

原材料 100；贷：原材料———受托加工材料 100。盂乙企业垫付

辅助材料价款 3万元、应付工人工资 2万元及以银行存款支

付加工业务的其他制造费用 1万元，借：生产成本———A产

品———辅助材料 3、———人工成本 2、———制造费用 1；贷：原

材料———辅助材料 3，应付职工薪酬 2，银行存款 1。榆产品完

工入库，借：产成品———受托加工商品———A产品 106；贷：生

产成本———A产品———原材料 100、———辅助材料 3、———人

工成本 2、———制造费用 1。虞向甲企业交付受托加工产品并

验收合格，借：受托加工商品———甲企业 106；贷：产成品———

受托加工商品———A产品 106。愚计算应收加工费收入，借：

应收账款———甲企业 30；贷：其他业务收入———加工费收入

25.64，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36。舆结转受托

加工成本，借：其他业务支出———受托加工成本 6；贷：受托加

工商品———甲企业 6。余收到加工费收入，借：银行存款 30；

贷：应收账款———甲企业 30。俞假设乙企业将边角料出售，

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0.2；贷：其他业务收入———边角料收

入 0.17，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0.03。

会计期末，若受托加工材料或加工产品仍未退回或未交

付给委托方，应将其作为存货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予以反映，

同时，将“受托加工商品”作为“存货”的抵减项填列。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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