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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企业由原来实行的生产型

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的

主要区别在于增值税的税基不同：生产型增值税下不允许扣

除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消费型增值税下允许扣除

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这一差异必然导致上市公司财

务报表的分析指标发生一定的变化。本文试图对两种类型增

值税下的会计处理和报表披露等进行比较，以说明增值税转

型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指标的影响。为了便于比较，本文

的实例中首先运用生产型增值税进行处理，然后采用消费型

增值税加以调整，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差异。

假设某企业2009年投资于固定资产的成本是a，这部分固

定资产本年初全部用于生产经营。年综合折旧率为b（折旧中

假设计入制造费用的占3/4，计入管理费用的占1/8，计入销售

费用的占1/8）。固定资产减值率为c。本期使用该固定资产生

产产品的完工率为d，本期完工产品的销售率为e。增值税税率

为t1，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税率为t2，所得税税率为t3。假设本

年形成的利润只提取10%的盈余公积，其他不做任何分配。b、

c、d、e、t1、t2、t3均是小于1的正数。

一、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差异调整

1. 固定资产初始计量的调整。生产型增值税下不允许扣

除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消费型增值税下允许扣除

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因此，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

定，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多确认固定资产

at1。相对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调整分

录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at1；贷：固定资产at1。

2. 固定资产后续计量的调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

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多确认固定资产at1，必然导致采用生产型

增值税比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多确认折旧at1b，多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at1c。相对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

调整分录为：淤借：累计折旧at1b；贷：制造费用3/4at1b，管理

费用1/8at1b，销售费用1/8at1b。于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at1c；

贷：资产减值损失at1c。

3. 生产成本的调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

型增值税多确认制造费用3/4at1b，这样导致采用生产型增值

税比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多确认“生产成本”3/4at1b。相对于采

用生产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调整分录为：借：制造

费用3/4at1b；贷：生产成本3/4at1b。

4. 库存商品的调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

型增值税多确认生产成本3/4at1b，本期生产产品的完工率为

d，这样导致多确认“库存商品”3/4at1bd。相对于采用生产型增

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调整分录为：借：生产成本3/4at1bd；

贷：库存商品3/4at1bd。

5. 主营业务成本的调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

消费型增值税多确认库存商品3/4at1bd，本期完工产品的销售

率为e，这样导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多确

认“主营业务成本”3/4at1bde。相对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采用

消费型增值税的调整分录为：借：库存商品3/4at1bde；贷：主营

业务成本3/4at1bde。

6. 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调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

用消费型增值税要多缴纳增值税at1，由此导致多确认城建税

及教育费附加at1t2，从而导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

型增值税多确认“营业税金及附加”at1t2。相对于采用生产型

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调整分录为：借：应交税费at1t2；

贷：营业税金及附加at1t2。

7. 所得税费用的调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

费型增值税多确认管理费用1/8at1b、销售费用1/8at1b、资产减

值损失at1c、主营业务成本3/4at1bde、营业税金及附加at1t2，这

样导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少确认“所得

税费用”［（1/8at1b垣1/8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t3］。相对于

采用生产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调整分录为：借：所

得税费用（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t3；贷：应交税费———应

交所得税（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t3。

8. 本年利润的调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

型增值税多确认管理费用1/8at1b、销售费用1/8at1b、资产减值

损失at1c、主营业务成本3/4at1bde、营业税金及附加at1t2，少确

认所得税费用［（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t3］，这样导致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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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9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企业由原来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下不允许扣

除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消费型增值税下允许扣除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这一差异必然导致上市公司财务

报表的分析指标发生一定的变化。鉴于此，笔者拟对这些指标的变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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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多冲减“本年利

润”（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相对于采用生产

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调整分录为：

（1）借：管理费用1/8at1b，销售费用1/8at1b，资产减值损失

at1c，主营业务成本3/4at1bde，营业税金及附加at1t2；贷：所得

税费用（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t3，本年利润（1/4at1b垣

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

（2）借：本年利润（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

（1原t3）。

9. 盈余公积的调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

型增值税少确认本年利润（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

t3），这样导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少提取

“盈余公积”0.1伊（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相对

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调整分录为：

（1）借：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0.1伊（1/4at1b垣at1c垣

3/4at1bde垣at1t2）（1原t3）；贷：盈余公积0.1伊（1/4at1b垣at1c垣

3/4at1bde垣at1t2）（1原t3）。

（2）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0.1伊（1/4at1b垣at1c垣

3/4at1bde垣at1t2）（1原t3）；贷：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0.1伊

（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

二、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的财务报表调整

1. 调整资产负债表。根据上述的会计调整分录，相对于

采用生产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需要调整的资产负债

项目有：“存货”、“固定资产”、“应交税费”、“盈余公积”和“未

分配利润”等，调整资产负债表如下：

（1）“存货”项目调整额=生产成本（贷方）3/4at1b垣生产成

本（借方）3/4at1bd垣库存商品（贷方）3/4at1bd垣库存商品（借

方）3/4at1bde=存货（贷方）3/4at1b（1原de）。

（2）“固定资产”项目调整额=固定资产（贷方）at1原累计折

旧（借方）at1b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at1c=固定资产（贷方）

at1（1原b原c）。

（3）“应交税费”项目调整额=应交税费（借方）at1垣应交税

费（借方）at1t2垣应交税费（贷方）（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

at1t2）t3=应交税费（借方）［at1垣at1t2-（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

at1t2）t3］。

（4）“盈余公积”项目调整额=盈余公积（贷方）0.1伊（1/4at1b垣

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

（5）“未分配利润”项目调整额=未分配利润（贷方）

（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未分配利润（借方）

0.1伊（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未分配利润（贷

方）0.9伊（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原t3）。

2. 调整利润表。根据上述会计调整分录，相对于采用生

产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需要调整的利润项目有：“营

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资产

减值损失”、“营业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

润”、“每股收益”、“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等，调整

利润表如表2所示：

三、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对上市公司财务报

表分析指标的影响

1. 对偿债能力指标的影响。上市公司由生产型增值税转

为消费型增值税，所影响的偿债能力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1）流动比率。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伊100%。由

表1可知，流动资产（存货）调整了-3/4at1b（1原de），而流动负

债（应交税费）调整了-［at1垣at1t2-（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

at1t2）t3］，流动负债调整幅度远远大于流动资产调整幅度，

所以，转型后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明显提高，偿债能力明显

增强。

（2）速动比率。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伊100%。由

表1可知，速动资产没有变化，而流动负债（应交税费）降低了

［at1垣at1t2-（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t3］，所以，转型后上

市公司的速动比率明显提高，偿债能力明显增强。

（3）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现金到期债务比）。现金流动负债

比率=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伊100%。由表1可知，流动负

债（应交税费）降低了［at1垣at1t2-（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

at1t2）t3］。也就是说企业偿还的债务减少，现金流出应该相应

减少，经营现金净流量应该增加，分子增加分母减少，分值应

该大幅度增加，所以转型后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动负债比率明

显提高，偿债能力明显增强。

（4）资产负债率（负债比率）。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

产总额伊100%。由表1可知，资产降低了（at1-1/4at1b-at1c-

3/4at1bde），负债降低了［at1垣at1t2-（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

at1t2）t3］，所有者权益升高（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

表 2 调 整 利 润 表

项 目 调整金额 项目 调 整 金 额

升高

升高

升高

渊1/4at1b垣at1c垣3/4at1bde
垣at1t2冤渊1原t3冤

渊1/4at1b垣at1c垣3/4at1bde
垣at1t2冤t3

1/4at1b垣at1c垣3/4at1bde
垣at1t2

稀释每
股收益

基本每
股收益

每股
收益

净利润

所得税
费用

利润
总额

1/4at1b垣at1c垣
3/4at1bde垣at1t2

-at1c

-1/8at1b

-1/8at1b

-at1t2

-3/4at1bde

营业利润

资产减值
损失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营业税金
及附加

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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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调整金额
负债及所
有者权益

调 整 金 额

0.9伊（1/4at1b垣at1c垣
3/4at1bde垣at1t2）（1原t3）

0.1伊（1/4at1b垣at1c垣
3/4at1bde垣at1t2）（1原t3）

-［at1垣at1t2-（1/4at1b垣at1c
垣3/4at1bde垣at1t2）t3］

未分配
利润

盈余公积

应交税费

-at1渊1原b原c冤

-3/4at1b渊1原de冤

固定
资产

存货

表 1 调 整 资 产 负 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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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而资产的降低额等于负债的降低额加上所有者权益的提

高额，说明负债的降低额大于资产的降低额。所以，转型后上

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明显降低，偿债能力明显增强。

（5）产权比率（债务股权比率）。产权比率=负债总额/所

有者权益总额伊100%。由表1可知，负债降低了［at1垣at1t2-

（1 /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t3］，所有者权益升高了

（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t3），所以转型后上市公司

的产权比率明显降低，偿债能力明显增强。

（6）已获利息倍数。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支

出。由表2可知，利息支出没有变化，而息税前利润增加了

（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所以，转型后上市公司的已

获利息倍数明显提高，偿债能力明显增强。

2. 对运营能力指标的影响。上市公司由生产型增值税转

为消费型增值税后，所影响的运营能力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1）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余额伊

100%。由表2可知，营业成本降低了3/4at1bde，由表1可知存货

降低了3/4at1b（1原de）。如果本期生产产品的完工率d和本期

完工产品的销售率e越小，说明存货的降低幅度越大，存货周

转率就会提高，反之会降低。

（2）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

流动资产总额伊100%。在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周转次数越多，

表明以相同的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额越多，流动资产利用

效果越好。由表1可知，流动资产降低了（at1-1/4at1b-at1c-

3/4at1bde），由表2可知营业收入没有变动，所以，转型后上市

公司的流动资产周转率明显提高，营运能力明显增强。

（3）固定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

固定资产总额伊100%。一般情况下，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表

明企业的固定资产利用越充分，同时也能表明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得当，固定资产结构合理，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由表1可知

固定资产降低at1（1原b原c），由表2可知营业收入没有变动，所

以，转型后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周转率明显提高，营运能力明

显增强。

（4）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资产

总额伊100%。一般情况下，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表明企业全部

资产的使用效率越高。由表1可知资产总额降低了（at1-

1/4at1b-at1c-3/4at1bde），由表2可知营业收入没有变动，所

以，转型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明显提高，营运能力明显

增强。

3. 对盈利能力指标的影响。上市公司由生产型增值税转

为消费型增值税后，所影响的盈利能力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1）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收入伊

100%。一般情况下，营业利润率越高，表明市场竞争力越强，

发展潜力越大，从而获利能力越强。由表2可知，营业利润提高

了（1/4at1b+at1c+3/4at1bde垣at1t2），营业收入没有变动，所以，

转型后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明显提高，盈利能力明显增强。

（2）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报酬总额/平均资产

总额伊100%。总资产报酬率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水平，

该指标值越高，表明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越高，企业获利

能力越强，经营管理水平越高。由表1可知资产总额降低了

（at1-1/4at1b-at1c-3/4at1bde），由表2可知报酬总额提高了

（1/4at1b+at1c+3/4at1bde垣at1t2），所以，转型后上市公司的总

资产报酬率明显提高，盈利能力明显增强。

（3）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伊

100%。一般认为，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自有资本获取收益

的能力越强，对企业投资人和债权人权益的保护程度越高。

由表1可知净资产降低了（at1-1/4at1b-at1c-3/4at1bde），由表

2可知净利润提高了（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t3），表

明转型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提高，盈利能力增强。

（4）市盈率。市盈率=普通股每股市价/每股收益伊100%。

一般来说，市盈率高，说明投资者对公司的发展前景看好，愿

意出较高的价格购买该公司股票。由表2可知，公司每股收益

是提高的，如果每股市价不变，市盈率要降低。但是，公司股票

的价格会受到其他指标的综合影响，如果其他指标都是利好

的，那么每股市价的提高幅度肯定大于每股收益的提高幅度。

所以，转型后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应该是提高的，盈利能力也由

此增强。

4. 对发展能力指标的影响。上市公司由生产型增值税转

为消费型增值税后，所影响的发展能力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1）资本保值增值率。资本保值增值率=年末所有者权益

总额/年初所有者权益总额伊100%。一般认为，资本保值增值

率越高，表明企业的资本保全状况越好，所有者权益增长越

快，债权人的债权越有保障。由表1可知，年末所有者权益升高

了（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t3），所以，转型后上市公

司的资本保值增值率明显提高，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2）资本积累率。资本积累率=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

所有者权益总额伊100%。资本积累率是企业当年所有者权益

总的增长率，反映了企业所有者权益在当年的变动水平，体

现了企业资本的积累情况。由表1可知，所有者权益升高了

（1/4at1b垣at1c垣3/4at1bde垣at1t2）（1-t3），所以，转型后上市公司

的资本积累率明显提高，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3）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本年总资产增长额/

年初资产总额伊100%。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一定时期内资产

经营规模扩张的速度越快。由表1可知资产总额降低了（at1-

1/4at1b-at1c-3/4at1bde），所以，转型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增

长率明显降低，发展能力明显减弱。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所影响的财务报表分析指标，除了存货周转率和市盈率不确

定外，以及总资产增长率是降低的，其他指标的变化对上市公

司都是有利的。对于投资者来说，在用上市公司2009年的报表

与以前年度的报表进行对比分析时，一定要考虑增值税转型

的因素。否则，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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