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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并非全部由消费者负担而与企业无关

我国目前对于增值税的会计处理主要是依据财政部1993

年12月30日颁布的《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进行的，是

典型的财税合一的处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将购进货物时所

支付的增值税税额确认为进项税额，而不计入存货的采购成

本，也就不能计入主营业务成本；将销售货物时收取的增值税

税额确认为销项税额，而不计入主营业务收入。但事实上增值

税并非全部由消费者负担而与企业无关，这是因为：

首先，由于增值税实行的是进、销项税额抵扣制，所以企

业在购进货物到销售货物过程中会垫付税款，税款在此期间

发生的资金成本必须由企业来承担。

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进行

抵扣，因而这部分增值税进项税额必须由企业负担。例如，在

未按规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等情

况下，均不得抵扣相关的进项税额，企业便成为这部分增值税

的实际负担者。

再次，税款抵扣只是一种征税技术，它并不能改变增值税

的经济实质，而价内税、价外税也并不能改变增值税的税负

转嫁特征。在采用价外税的情况下，增值税税负转嫁情况如

图1所示。

征税前市场均衡点是E0，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P0

和Q0。现假定对该商品征收增值税并采取价外税形式，我们

来分析其税负转嫁过程。由于征收的是比例税且采取价外税

形式，所以需求曲线会发生逆时针旋转而供给曲线保持不变，

此时新的市场均衡点是E1，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PS和

Q1，其中PS是企业的不含税销售价格，而Q1在原需求曲线上

对应的价格PD则为消费者支付的含税价格，PD与PS之差即为

单位商品应缴纳的增值税。可见，此时增值税是由企业和消费

者共同负担的。其中，消费者负担的单位商品增值税为PDP0，

而生产者负担的单位商品增值税为P0PS。从图1也可以看出，

由于征收增值税，使得企业的商品市场价格和销量都下降了，

企业实际税负等于生产者剩余减少额，即梯形区域P0E0E1PS

的面积。而消费者实际税负等于消费者剩余减少额，即梯形区

域PDE1'E0P0的面积。

在采用价内税的情况下，增值税税负转嫁情况则如图2

所示。

由于采取价内的比例税形式，所以供给曲线会发生逆时

针旋转而需求曲线保持不变，此时新的市场均衡点是E1，均衡

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PD和Q1，其中PD是消费者支付的含税

价格，而Q1在原供给曲线上对应的价格PS则为企业销售商品

的不含税价格，PD与PS之差即为单位商品应缴纳的增值税。

此时增值税仍然是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负担的，企业实际税

负仍然等于生产者剩余减少额，即梯形区域P0E0E1'PS的面

积，而消费者实际税负仍然等于消费者剩余减少额，即梯形区

域PDE1E0P0的面积。可见，在采取价内税的情况下，仍然会发

生税负转嫁，而且消费者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同采取价外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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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财税合一的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行财税分离的增值税会计

处理模式，该模式将有助于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保证税务会计目标和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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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同。因此，在不考虑完全竞争这一纯理论市场模型的情

况下，增值税最终会由消费者和企业共同负担。当然，消费者

和企业的税收负担比例取决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各自弹性

的大小，即取决于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力量对比。

二、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的理论缺陷

1. 不符合真实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的规定，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

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

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

整。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在确认计量存货、收入、成本和

费用时并没有考虑原本应该考虑的增值税因素，因而会使财

务会计信息发生扭曲和失真。

2. 不符合相关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的规定，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

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

去、现在或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如上所述，将增值

税信息排除在存货、收入、成本和费用之外，使得财务会计报

告使用者无法全面了解企业相关的真实会计信息，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甚至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从而降低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3. 不符合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要求。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的规定，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下，资产按照

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

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据此规定，企业在购置存货

时所支付的进项税额应该计入存货成本。然而在现行财税合

一的会计处理模式下，如此巨大的进项税额是不计入存货成

本的，因而也就不符合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要求。

4. 不符合可比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的规定，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者

事项，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同企业发生的相同或相似

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确保会计信息口

径一致、相互可比。由于消费税、营业税和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模式不同，会降低缴纳营业税、消费税的企业和缴纳增值税的

企业之间的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除此之外，现行增值税会计处

理模式还会造成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间会计信息的

不可比，以及企业自身会计信息的口径不一致。例如，一般纳

税人的存货、收入、成本、费用等一般按不含税价值计量，而小

规模纳税人的相关要素却按含税价值计量。再如，一般纳税人

从一般纳税人处购买的存货一般按不含税价值计量，而从小

规模纳税人处购买的存货一般按含税价值计量。

5. 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

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

为依据。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恰恰只是考虑了增值税流

转形式，而忽略了增值税影响企业的经济实质，因而是不符合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

6. 不符合重要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的规定，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按照

重要性原则，增值税信息在存货、收入、成本和费用等方面应

该得到应有的反映。

三、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变革

税务会计目标和财务会计目标是不同的。税务会计的基

本目标是遵守或不违反税法，即达到税收遵从（正确计税、纳

税、退税等），从而降低遵从成本（盖地，2006）。财务会计的目

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

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然而，在

现行财税合一的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下，虽然可以提供相关

的税务会计信息，却降低了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从而导致税务

会计目标和财务会计目标的冲突。财务会计有自己独立的运

行法则，实行财税分离的会计处理模式是必然出路。财税分离

的会计处理模式既能提供相关的税务会计信息，又能提供相

关的财务会计信息，从而可以使得税务会计目标和财务会计

目标同时实现。财税分离的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的一般处理

原则如下：

1援 购入存货时，按价税合计金额确认计量存货成本，从

而使得存货、成本、费用等均按含税价值计量。对于一般纳税

人，还应同时反映进项税额信息，此时借记“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递延增值税”科目。

2援 销售存货时，按价税合计金额确认计量主营业务收

入。对于一般纳税人，还应同时反映销项税额信息，此时借记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科目。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还应反映增值税费用

情况，借记“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科目。

3援 对于一般纳税人，月末应根据存货发出汇总表、成本

计算表、存货增值税税率表等计算应结转的递延增值税。对于

主营业务成本中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贷记“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科目；对于其他业务支出中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贷记“其他

业务支出”科目；对于期间费用的增值税，贷记相应的期间费

用账户；对于营业外支出中的增值税，贷记“营业外支出”科

目。最后，按贷方合计金额借记“递延增值税”科目。

经过以上处理，“递延增值税”账户期末余额就是外购货

物进项税额尚未结转的部分。此时，存货、收入、成本、费用等

均以含税价值计量，实现了与消费税、营业税会计处理方法的

一致，也实现了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会计处理方法的

一致，提高了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相关性，同时仍然可以

提供原有的税务会计信息，通过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适当

分离，保证了各自目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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