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源苑窑阴

谈生产用模具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杨 光

渊 浙 江 万 里 学 院 宁 波 315100冤

在工业生产中，用各种压力机和装在压力机上的专用工

具，通过压力将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制造成所需形状的零件或

制品，这种专用工具统称为模具。模具是生产各种工业产品的

重要基础工艺装备，本文拟对其会计及税务处理作以下探讨。

一尧生产用模具属于固定资产还是低值易耗品

生产用模具的取得方式有外购和自制两种。生产用模具

属于固定资产还是低值易耗品，主要看此模具是否符合固定

资产的确认条件，《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是指：淤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

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

器具；于单位价值在 2 000元以上，并且使用年限超过两年的

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符合以上标准的模具应当

作为固定资产。如果模具属于固定资产，则其所涉及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不能抵扣；有些模具虽然价值很大，但使用时间不超

过一年，像这样的模具属于低值易耗品，其进项税额允许抵扣。

外购材料自制模具，其中属于固定资产的，外购材料支付

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或作进项税额转出；其中属于低值易

耗品的，其外购材料支付的进项税额也允许抵扣。

二尧生产用模具是供方还是需方的资产

供方是指使用模具生产产品的一方，需方是指购买产品

的一方。模具所有权有两种类型：属于供方和需方。当然，模具

的使用权总属于供方。模具所有权属于供方时，应该作为供方

的资产，供方按前述标准将其列作固定资产或低值易耗品。模

具所有权属于需方即模具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情况，主

要体现在专用产品的交易上。其一般生产流程如下图所示。

一般情形是甲方（需方）需要开发新产品，委托乙方（供

方）制造模具并生产产品，双方约定先由甲方提供图纸或实

物，并预付部分或全部模具费。如果乙方将模具制造完成并向

甲方提供产品达到约定数量或金额时，乙方需向甲方返还预付

部分或全部的模具费；如果因甲方的原因使产品供应达不到约

定的规模，则模具费用由甲方负担。模具的所有权归甲方所

有，生产使用权归乙方所有，乙方不得将模具转让或借给他人

使用。因所有权属于需方，供方只有使用权，模具应确认为需

方的资产，从交易的实质来说，即使供方因为达到产品约定数

量或金额时向需方返还了全部的模具费，供方仍然不得将模

具转让或借给他人使用，也就是说其仍然不拥有模具的所有

权。退还预付部分或全部的模具费实际上是一种促销行为，是

一种销售折扣，实质上并不影响需方拥有模具的所有权和模

具的实际价值。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模具所有权属于需

方时，应该作为需方的资产，需方按前述标准将其列作固定资

产或低值易耗品。

三尧生产用模具的会计及税务处理

（一）模具所有权属于供方时的会计及税务处理

1. 供方外购模具。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列为固定资

产时的账务处理：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等。不符合固定

资产确认条件，列为低值易耗品时的账务处理：借：低值易耗

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等。

2. 供方自制模具。淤制造模具：借：生产成本（在建工

程）；贷：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制造费用，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等。于模具入库：借：低值易耗品（列

为低值易耗品时）；贷：生产成本。或者借：固定资产（列为固定

资产时）；贷：在建工程。

3. 供方按工作量法摊销模具费。淤列为固定资产时：借：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贷：累计折旧。于列为低值易耗品时：

领用模具，借：低值易耗品———在用；贷：低值易耗品———在

库。摊销模具费，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贷：低值易耗

品———摊销。需要指出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

规定，企业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对低值易耗

品进行摊销。

【摘要】本文结合现行会计制度和税收政策，对模具属于固定资产还是属于低值易耗品、模具是供方还是需方的资产

进行了分析，分别按模具所有权属于供方和需方两种情况对生产用模具的会计及税务处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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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方收取模具费。在模具所有权属于供方的情况下，

模具费应该视为一种价外费用。《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规定：价外费用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

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

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

代付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凡随同销售货物向购

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无论其会计制度如何核算，均应并入销

售额计算应纳税额。因为模具所有权属于供方，这里不能作为

销售模具处理。收取模具费实质上是对供方的一种补偿，是因

为销售产品而产生的收费，也应该是一种价外费用。

例 1：甲企业与乙企业签订合同，甲企业向乙企业购买工

业用通用铝型材，含税单价为 23 400元/吨，增值税税率为

17%，双方约定订购 5 吨以下（不含 5 吨）另外收取模具费

5 850元（含税），累计订购 5 耀 10吨（不含 10吨）退还模具费

的 50%即 2 925元，累计订购 10吨以上退还全部模具费。模具

的所有权归乙企业所有。第一次甲企业向乙企业订购了 4吨，

支付了货款（价税合计）93 600元和模具费 5 850元（含税）。

甲企业的账务处理：借：原材料（材料采购）85 000元，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4 450元；贷：银行存

款 99 450元。乙企业的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 99 450 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85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14 450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是国内贸易，乙企业在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给甲企业时可以在发票上单列一项模具费或加在

单价中；如果是出口贸易，乙企业在开具发票给甲企业时最好

直接将模具费加在出口发票的单价中，这样便于报关单、收汇

水单、核销单、发票金额一致，以便顺利进行出口退税。

5. 供方返还模具费。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返还

模具费，一种是在发票上折扣。现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例 2：承例 1，第二次，甲企业向乙企业订购了 4吨，乙企

业收到货款（价税合计）93 600元后直接返还甲企业 50%的模

具费即 2 925元。

直接返还的模具费，实际上是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

售量、销售额挂钩的返还收入，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业

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4］136号）规定的返还利益，甲企业应向乙企业

开具普通发票，计算当期应冲减增值税进项税金［当期应冲减

进项税金越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衣（员垣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

税率）伊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

额，不征收营业税；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返还收

入，一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返还收入的税务处理，比照本通知的规

定执行。

甲企业的账务处理：淤收到铝型材：借：原材料（材料采

购）8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 600

元；贷：银行存款 93 600元。于收到返还模具费：借：银行存款

2 925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425

元，原材料（材料采购）2 500元。乙企业的账务处理：淤收到

货款：借：银行存款 93 6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80 000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600元。于直接返

还模具费：借：营业费用 2 925元；贷：银行存款 2 925元。

例 3：承例 1，第二次，甲企业向乙企业订购了 4吨，货款

（价税合计）为 93 600元。乙企业直接在发票上折扣返还甲企

业 50%的模具费即 2 925元，实收甲企业款项=货款（价税合

计）93 600元-返还模具费 2 925元=90 675元。

此种行为属于折扣销售。《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

（国税发［1993］154号）规定，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

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方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算

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

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作为购买方应按折扣后的余

额计算进项税额。

甲企业的账务处理：借：原材料（材料采购）77 500元，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 175元；贷：银行存

款 90 675元。乙企业的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 90 675 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77 5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13 175元。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种情形下销项税额比第一种情

形少 425元（13 600-13 175），所以供方应该尽量选择在发票

上直接折扣的方式来进行纳税筹划。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种

情形中，关键在于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

使不含税单价由 20 000元/吨降为 19 375元/吨（77 500衣4）。

如果不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即使供方直接扣除了模具

费，也要按返利来进行处理。

（二）模具所有权属于需方时的会计及税务处理

1. 供方代购模具并收取一定的代购手续费。

例 4：甲企业向乙企业购买特种规格的工业用铝型材，不

含税单价为 30 000 元/吨，增值税税率为 17%，含税单价为

35 100元/吨（不含模具费）。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甲企业向乙

企业提供需订购产品的图纸或实物，委托乙企业购买模具，甲

企业认可模具生产厂家和价格后预付部分或全部模具费和

1%的代购手续费，如果甲企业向乙企业订购 5吨以下（不含 5

吨），乙企业不退还甲企业模具费；累计订购 5 耀 10 吨（不含

10吨），乙企业退还甲企业模具费的 50%（不含手续费）；累计

订购 10吨以上，乙企业退还甲企业全部模具费。模具的所有

权归甲企业所有，生产使用权由乙企业所有，乙企业不得将模

具转让或借给他人使用。货款结算方式为带款提货。模具使用

期限预计不超过一年。

合同签订后，乙企业向模具生产厂家订购了所需模具，甲

企业认可模具费（价税合计）58 500 元和 1%的代购手续费

585元后将全部款项支付给乙企业。第一次，甲企业向乙企业

订购了 4吨，提货时向乙企业支付了货款（价税合计）140 400

元。

前已述及，模具外购时，若所有权属于需方，供方只有使

用权，从资产的定义来说，模具应确认为需方的资产，这一点

与委托加工物资类似。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其会计及税

务处理应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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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企业的账务处理：甲企业应取得模具的增值税发票，列

为固定资产还是低值易耗品的判断标准同前文所述，会计分

录亦同前相关部分所示。本例中模具使用期限预计不超过一

年，列为低值易耗品。淤支付模具费和手续费：借：应付账

款———乙企业 59 085元；贷：银行存款 59 085元。于收到乙企

业转来的模具发票和乙企业开具的手续费发票：借：低值易耗

品 50 585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 500

元；贷：应付账款———乙企业 59 085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

一个关键在于发票是模具生产厂家直接开给甲企业的。盂收

到铝型材：借：原材料（材料采购）120 000元，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0 400元；贷：银行存款 140 400元。

甲企业再对模具费进行摊销。

乙企业的账务处理：模具发票直接开给需方，乙企业对模

具发票无须作账务处理。乙企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应开普通

发票，按服务业-代理业税目交纳营业税。上述业务符合代购

货物行为的确认条件：受托方不垫付资金；销货方将增值税专

用发票开具给委托方，并由受托方将该发票转交给委托方；受

托方按代购实际发生的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如系代理进口

货物则为海关代征的增值税税额）与委托方结算货款，并另外

收取手续费。淤收到模具费和代购手续费收入：借：银行存

款59 085元；贷：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甲企业 59 085元。

于支付外购模具费：借：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甲企业

58 500元；贷：银行存款 58 500元。从淤和于两个分录可以看

出乙企业没有垫付资金。盂确认代购手续费收入：借：应收账

款（预收账款）———甲企业 585元；贷：其他业务收入 585元。

榆确认代购手续费收入税金：借：其他业务支出 29.25 元

（585伊5%）；贷：应交税费———营业税 29.25元。虞确认销售产

品收入、直接返还或直接在发票上折扣模具费，账务处理同例

2、例 3，这里不再赘述。

2. 供方外购模具并向需方开具发票。我们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模具实际采购金额与需方认可的金额并

不相同，需方认可的金额高于或低于模具实际采购金额的现

象比较普遍，原因是多方面的：确定模具费用在先，采购

模具在后；模具费用是按社会平均水平或行情来确定的，而

实际市场价格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断变化的；供方不愿意

需方知晓真实价格等因素也会导致模具实际采购金额与需方

认可的金额并不相同。外购模具的增值税发票开给供方，此

时供方也需要给需方开具模具发票。此种情形不能按代购处

理。采购手续费也应视为价外费用一并计算增值税。举例说明

如下：

例 5：甲企业认可模具费（价税合计）46 800元，模具的所

有权归甲企业所有。其他条件同例 4。

合同签订后，甲企业将模具费（价税合计）46 800元支付

给乙企业。乙企业向模具生产厂家购买了所需模具，支付款

项（价税合计）58 500元。第一次甲企业向乙企业订购了 4吨,

提货时向乙企业支付了货款（价税合计）140 400元。乙企业向

甲企业分别开具了模具和铝型材的发票。

甲企业：取得模具的增值税发票，列为固定资产还是低值

易耗品的判断标准同前文所述，会计分录亦同前相关部分所

示。乙企业的账务处理：淤收到模具费：借：银行存款 46 800

元；贷：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甲企业 46 800元。于收到模

具生产厂家模具并支付货款：借：库存商品———外购模具

5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 500

元；贷：银行存款 58 500元。盂向甲企业开具模具发票时：借：

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甲企业 46 800元；贷：主营业务收

入（其他业务收入）4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6 800元。如果模具销售业务频繁，可列作主营业务

收入，便于和销售产品一并统计收入。同时结转成本。榆确

认销售产品收入：借：银行存款 140 4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2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0 400

元。

3. 供方自制模具，模具所有权属于需方。此时供方也需

要给需方开具模具发票。其账务处理只是将供方外购改为自

制模具的账务处理，其余与上述例 5相同。

制造模具的账务处理：借：生产成本；贷：原材料，应付职

工薪酬，制造费用等。模具入库的账务处理：借：库存商品；贷：

生产成本。直接返还或直接在发票上折扣模具费，账务处理同

例 2、例 3，这里不再赘述。

四尧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1. 生产用模具作为固定资产的标准。模具作为一种实物

资产，其会计核算主要涉及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还是作为固

定资产核算管理的问题。虽然说按税法规定使用期限超过一

年的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

工具、器具应作为固定资产，但模具作为一种特殊的工具，其

使用期限是与工作量成正比例或正方向变化的。同样一套模

具，同一企业或不同企业可能因为需方需求量大而使用期限

不超过一年，将其作为低值易耗品；也可能因为需方需求量小

或订货间隔周期长而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将其作为固定资产。

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固定资产中很少见，进行判断的主动权掌

握在企业手中，也会造成企业间税负不公、企业前后期成本不

实，给税收征管带来难度。建议在财税政策上统一规定生产用

模具的进项税额均可以抵扣，或至少先明确规定模具的定义、

范围、使用期限的确定方法。

2. 生产用模具的摊销。作为固定资产的生产用模具可以

按工作量计提折旧。因为从技术层面来讲，模具的寿命一般是

按照使用次数来记录和折算的。

对于那些模具使用量大、价值高的制造业企业来说，采用

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对生产用模具费用进行摊销会造

成成本和利润不实，影响财务报表的公允性。《企业会计准则

第 1号———存货》应用指南中指出：企业（建造承包商）的钢模

板、木模板、脚手架和其他周转材料等，可以采用一次转销法、

五五摊销法或者分次摊销法进行摊销。笔者建议企业采用分

次摊销法进行摊销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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