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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友 U8总账系统的使用中，一般的业务单位通常能

够充分利用总账的日常业务操作功能，却忽视了对于期末结

转模块的功能开发。期末结转模块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自

定义结转、对应结转、销售成本的结转、汇兑损益的结转和期

间损益的结转，该模块的作用是利用转账设置，实现科目之间

的结转并自动生成转账凭证。下文谈谈总账系统期末结转处

理的技巧，以有益于会计电算化的高效应用。

1. 完善总账初始化工作。会计是一项业务技能要求很高

的工作，其需对本企业的业务特点进行总结，特别是对本企业

需要开设的会计科目及辅助核算、科目之间的对应关系等基

础资料进行整理和探讨，明确科目之间的关联和对应关系，并

将总账初始化工件做得完善与合理。以“库存商品”、“主营业

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为例，这三个科目之间的关联以库

存商品为基础，销售是库存商品的减少，最后结转的主营业务

成本还是库存商品的成本，因此这三者在设置上应与库存商

品的辅助核算一致，如同时设为数量金额核算，且核算单位相

同，平时在销售产品时按会计核算要求确认收入，并将相应的

辅助核算填入凭证辅助项，在月末利用系统中的销售成本结

转自动生成记账凭证，既准确又高效。

2. 保持记账方向的一致。记账规则是记账的依据，一般而

言，资产类科目借方记增加，贷方记减少；负债与权益类科目，

贷方记增加，借方记减少。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对于有些损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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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总账系统期末结转处理的技巧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用途不同，其会计处理不同，

税负不同，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也不同。一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

品收回后直接用于销售或生产非应税消费品的，应将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直接计入产品成本；二是委托加工应税消

费品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应将受托方代收代

缴的消费税记入“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的借方，待

最终的应税消费品销售后将已缴纳的消费税予以抵扣。

一、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

品

例 1：同是设在市区的 A公司委托 B公司加工材料一批，

A公司发出原材料实际成本为 50 000 元，协议规定加工费

为 4 000元。该材料属于消费税应税物资（非金银首饰），该应

税物资在受托方没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A公司收回材

料后继续加工产成品，加工成本 3 000元，该产成品销售价格

为 80 000元。该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税率为 10%，适用企业所

得税税率 25%，不考虑增值税。

A公司会计处理如下：淤发出委托加工物资：借：委托加

工物资———B公司 50 000；贷：原材料 50 000。于支付加工费

用：借：委托加工物资———B公司 4 000，应交税费———应交消

费税 6 000［（50 000+4 000）伊10%/（1-10%）］、———应交城建

税和教育费附加 600（6 000伊10%）；贷：银行存款 10 600。盂加

工完成后收回委托加工物资：借：原材料 54 000；贷：委托加工

物资———B公司 54 000。

A 公司收回委托加工物资后继续加工：借：库存材料

57 000；贷：原材料 54 000，银行存款 3 000。

A公司销售加工收回后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

税=80 000伊10%-6 000=2 000（元），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

加=2 000伊（7%+3%）=200（元），A公司生产该产成品时税负

合计=6 000+600+2 000+200=8 800（元），A公司税后利润=

（80 000-50 000-4 000-3 000-8 800）伊（1-25%）=10 650（元）。

二、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用于直接销售或生产非

应税消费品（完全委托加工）

例 2：A公司委托 B公司生产产成品，假设 B公司加工费

金额与上例加工费金额合计相等，其他条件不变。

A 公司会计处理如下：淤A公司发出委托加工物资：借：

委托加工物资———B公司 50 000；贷：原材料 50 000。于支付

加工费用：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50 000+4 000+3 000）/（1-

10%）=63 333（元），委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以及城建税和教

育费附加=63 333伊10%伊（1+10%）=6 966.63（元）。借：委托加

工物资———B公司 13 966.63（4 000+3 000+6 966.63）；贷：银

行存款 13 966.63。盂加工完成后收回委托加工物资：借：库存

材料 63 966.63；贷：委托加工物资 63 966.63。

A公司销售该加工物资获得税后利润=（80 000-63 966.63）

伊（1-25%）=12 025.03（元）

可见，采用完全委托加工形式节税 1 833.37 元（8 800-

6 966.63），税后利润多出 1 375.03元（12 025.03-10 650）。

原因是应缴消费税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存在差异，完

全委托加工在受托方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情况下，消

费税计税依据是组成计税价格，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

费品的消费税计税依据是收回后连续生产的消费品的销售价

格。一般情况下，销售价格要高于组成计税价格，连续生产应

税消费品比完全委托加工方式要多负担消费税及城建税和教

育费附加。所以在综合平衡管理成本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企

业应选择完全委托加工方式，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茵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不同用途下的税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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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企业印花税核定征收存在的问题

1. 核定征收的具体执行中，有随意扩大征收范围的现象。

很明显，工商企业的购销合同记载的成交金额与会计账簿记

载的“材料采购”等科目借方累计发生额或者“主营业务收入”

等科目贷方累计发生额有着本质区别，“材料采购”等科目核

算的内容既包括买价，也含运费杂、保险费等。税务部门按照

“材料采购”等科目累计发生额核定征收印花税，意味着运费

杂、保险费等合同之外的费用也在征税范围内。同理，以“主营

业务收入”等科目贷方累计发生额核定征收印花税，意味着对

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企业员工的视同销售行

为也征收印花税。

2. 施行核定征收的办法直接加重中小企业的税负，造成

税负不公。在实际操作中，税务机关通常采取“一刀切”的做

法，即对中小企业采用核定征收，对大企业采取查账征收的方

式。理由是：中小企业账簿设置不规范，不能准确进行财务核

算，大企业财务核算比较健全、纳税比较规范。至于个别地区

（如浙江省金华市）对合同印花税一律采取核定征收办法则另

当别论。事实上，中小企业在购销金额较小的情况下，不一定

都签有购销合同，且我国也未规定购销、加工、货运、仓储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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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目，保持记账方向的一致，会为期末的结转创造更好的条

件。以主营业务收入为例，当收入取得时，在贷方登记收入的

增加，当发生销售退回时，可以记入销售收入的借方，也可以

红字的方式记入贷方，保持统一的记账方向。又以汇兑损益为

例，如果期末调整汇率高于记账汇率，则财务费用以红字的方

式记入借方。这样保持同一科目记账方向的一致，为期末转账

业务的准确处理创造条件。

3. 保持期末转账业务处理的有序性。期末业务处理应该

是在完成所有日常业务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日常业务的处理，

包括日常凭证的填制、审核、记账等，只有将日常工作完成以

后，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月末处理。而且有些转账的定义

与生成，对于后期凭证的转账数据生成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操

作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有序。仍以计提利息为例，财务费用增加

会对期间损益的结转产生影响，因此将财务费用登记入账再

来结转期间损益，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所以要特别重视操

作过程中的提示：“还有未记账的凭证，是否继续”，一定要全

面分析前后业务是否有关联，对于前一凭证对后一凭证有影

响的业务，一定要严格遵守顺序性，有序才能更好地保证业务

处理的准确与高效。茵

从中小企业角度谈

合同印花税征管

等行为必须签订合约。如果不分有无合同或者协议，按照核定

征收的方式，将没有合同的交易行为也纳入征税范围，对中小

企业来说税负过高，容易挫伤中小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纳税

积极性，造成其发展后劲不足。另外，企业所有购销行为未必

都采用签订合同的形式，大企业采用查账征收方式会出现这

样的现象，许多没有订合同的购销行为排除在纳税之外，相对

于中小企业核定征收方式而言，大企业按期汇总缴纳方式税

负更轻，造成税负不公。

3. 核定征收方式的弹性大，难保税负公平。其一，哪些企

业该适用核定征收方式？哪些企业该适用查账征收方式？对此

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其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4］150

号）规定：“地方税务机关核定征收印花税，应根据纳税人的实

际生产经营收入，参考纳税人各期印花税纳税情况及同行业

合同签订情况，确定科学合理的数额或比例作为纳税人印花

税计税依据。”实际上计税依据的确定很难做到科学合理，比

例在地区间差异很大，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纳税企业之间计

税依据的比例差异也可能很大。

二、完善合同印花税征管的建议

1. 税务机关谨慎使用核定征收方式。国税函［2004］150

号文件以及各地关于印花税的规范性文件都应以《印花税暂

行条例施行细则》为纲，按照是否准确、如实提供印花税应税

凭证这个界限，划分核定征收与查账征收的界限。凡能够准

确、真实地提供印花税应税凭证数量和金额的纳税人作为查

账征收管理，回归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自行购买印花税票、自

行完成纳税义务的“三自”模式。

2. 注重核定程序。对未如实登记和完整保存应税凭证的

或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实行核定征收印花税，严格按照规定

的标准和程序，经过企业自行申报、纳税评估、约谈核实等程

序后，依法进行核定，并向纳税人发放核定征收印花税通知

书。对已经实施核定征收印花税的纳税人加强纳税辅导，不断

提高其申报质量。纳税人确实有能力真实、准确计算应纳税额

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地税机关审查核实后，由核定征收

转为查账征收。

3. 完善《合同法》关于印花税的相关规定。由于社会经济

活动日益增多，经济合同的签署也越来越频繁，而经济合同

却是印花税的各种应税项目中较难控制的一个，申报纳税全

凭纳税人自觉。

建议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未完

税的凭证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在法庭、公证等政府部门、社

团、企业的有关环节使用，这样就可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促

使纳税人自觉纳税，降低征税成本。

4. 完善法律制度，提高企业设立的要求。明确企业设立时

必须有财务部门和合格的财会人员，能够进行规范的财务核

算，这样可以减少核定征收的对象，扩大查账征收的范围，进

而克服核定征管的任意性，规范对合同印花税的征管。同时，

税务机关应细化并向社会公开核定征收的标准，量化相关的

指标，减少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