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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中旬

一、“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是否存在期末余额

通常，企业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和“未

交增值税”两个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其中，为详细反映企业应

缴纳增值税的计算、解缴和抵扣等情况，在“应交增值税”明细

科目下设置“进项税额”、“已交税金”、“减免税款”、“出口抵减

内销产品应纳税额”、“转出未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出口

退税”、“进项税额转出”、“转出多交增值税”等专栏。“应交增

值税”明细账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抵扣的增值税。在

“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各专栏中，“转出未交增值税”和“转出

多交增值税”属于期末调整账项，其他专栏为日常核算项。期

末根据日常核算情况计算出余额，期末贷方余额表示应交未

交数；期末借方余额表示企业多交数也应包括企业的期末留

抵，此时才核算“转出未交增值税”或“转出多交增值税”专

栏。无论是借方余额还是贷方余额，一律转入“未交增值税”明

细账。即如为贷方余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

出未交增值税）”明细专栏，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明细账；如为借方余额，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明细

账，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明

细专栏。在期末调整中，如果“应交增值税”借贷双方余额都转

入“未交增值税”明细账，则“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应该无

余额，这与“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

抵扣的增值税，即“应交增值税”可能存在借方余额明显存

在矛盾。

二、“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余额结转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简单地按照会计核算基本原理

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余额进行结转可能会无法真实反

映“应交增值税”的情况，下面将进行详细分析。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增值税的缴纳

既可以当月交当月，也可以当月交上月。在增值税会计核算

中，也明确了当月交当月时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已交税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当月交上月时应借

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也

就是说，增值税会计核算要区分按月缴纳和按日缴纳进行不

同的会计核算分析。

1. 按月缴纳增值税的期末结转。根据增值税法的规定，

以 1个月为纳税期限的企业，显然不存在当月预缴当月增值

税的情况，月末也不存在多缴数。所以，在期末调整前，如果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存在借方余额，表示当月

尚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此时不再转出，应继续留在该账户借

方，使“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抵扣

的增值税；如果“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存在贷方

余额，表示本月存在应交未交增值税额，此时通过“转出未交

增值税”专栏转入“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明细账贷方。

2. 按日缴纳增值税的期末结转。根据增值税法的规定，

按日纳税的企业，一个月中平时纳税时属于预缴性质，下月初

应核实上月应缴数，在 15日前缴清。在这种情况下，期末调整

前，如果“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存在贷方余额，仍

然表示本月存在应交未交增值税额，通过“转出未交增值税”

专栏转入“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明细账贷方。如果“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存在借方余额，由于月中有预缴

税款的情况，因此，借方余额不仅可能是尚未抵扣完的进项税

额，而且也可能包含了预缴时多缴的税款，并且一个合计数根

本无法区分各项数额分别是多少，在日常核算中，此时一定要

加以分析。笔者总结的基本方法是：先将“期末调整前的借方

余额”和“已交税金”专栏数额进行对比，分别确定尚未抵扣完

的进项税额和当月多缴数，然后进行会计核算。

第一种情况，当“期末调整前的借方余额”大于“已交税

金”时，表明当月已交税金全部为多缴；同时，两者差额为本月

尚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例如某企业某月末“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明细账资料如下（金额单位：元）：

期末调整前的借方余额 1 700元中包含多缴的 1 500元

税款和期末留抵 200元（2 800-3 000）。通过分析，多缴税额

借 方

进项税额 3 000

已交税金 1 500

合 计 4 500

贷 方

销项税额 2 800

合 计 2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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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余额

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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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期末留抵会计核算分析

徐秀清

渊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昆明 650033冤

【摘要】“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要转出当月少交（借方余额）或多交（贷方余额）的增值税。如果把账上余额全都转

出，则“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应该无余额，这与理论上所说的“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抵扣的增

值税不相符。笔者认为应该视账面数字的不同情况进行结转，本文将就此问题作些分析。

【关键词】“应交增值税”明细账 期末余额 已交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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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率期货的计量

利率期货合约交易事项的计量是指为了在财务报表中确

认和计列有关利率期货交易的财务报表要素而确定其货币金

额的过程。计量包含两层意思：确定计量单位和选择计量属

性。利率期货会计以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计量属性有历史成

本、现实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和公允价值五种。我国对

利率期货的计量属性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指出：企业初始确认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二、利率期货交易的会计核算

1. 投机交易。作为投机工具的期货合约，因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计入当期损益。

例 1：某企业于 20伊0年6月 1日购进 10份面值 100万美

元的短期国债期货合约，买入时价格指数为 84，6月 30日价

格指数为 86，7月底卖出合约时价格指数为 85。期货初始保

证金为合约面值的 3%。

20伊0年6月 1日买入时，按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利率期

货合约的公允价值为 0，但本文认为初始买入时应确认其合

约价值，借：衍生工具———国债期货 84 000；贷：交易性金融负

债———国债期货 84 000。交初始保证金时，借：存出保证金 30；

贷：银行存款 30。6月 30日，浮动盈亏 2万美元（2伊32伊31.25伊

10伊10-4），借：衍生工具———国债期货 2；贷：投资收益 2。7月

底平仓时，借：衍生工具———国债期货 1；贷：投资收益 1。借：

交易性金融负债———国债期货 84 000，存出保证金 3；贷：衍

生工具———国债期货 84 003。借：银行存款：33；贷：存出保证

金 33。

试析利率期货交易的会计核算

高 英

渊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杭州 310018冤

【摘要】本文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将利率期货交易分为利率期货投机交易和套期保值交易，分别从会计处理以及后果

分析两方面对其进行讨论。

【关键词】利率期货 现行会计准则 会计处理

应从“转出多交增值税”专栏结转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

税”明细账借方，尚未抵扣的期末留抵税额留在“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借方。会计分录为：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1 50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

交增值税）1 500。结转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

为借方余额 200元。这样，既完成了期末结转，也正确核算了

账上余额。如果不加分析地直接结转，必然形成错账。

第二种情况，当“期末调整前的借方余额”等于“已交税

金”时，表明当月已交税金全部为多缴；同时，本月无未抵扣的

进项税额。例如某企业某月末“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

细账资料如下（金额单位：元）：

期末调整前的借方余额 1 500元即为已交税金 1 500元

或多缴税金 1 500元；同时，当期无待抵扣进项税额。会计分

录同第一种情况一样：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 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1 500。结转

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余额为 0。

第三种情况，当“期末调整前的借方余额”小于“已交税

金”时，表明当月已交税金为部分多缴；同时，两者差额为本月

实际多缴数。例如某企业某月末“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明细账资料如下（金额单位：元）：

本月企业已交税金 1 500 元，其中应缴 400 元（3 400-

3 000），因而多缴 1 100元。会计分录为：借：应交税费———未交

增值税 1 10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

1 100。结转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余额为 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期末借方

余额确实反映了企业尚未抵扣的增值税，但在期末结转前，还

是应分清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分别不同情况进行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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