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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试点企业的进项税额转出

【作  者】
 

彭新媛 梁文涛
 

【作者单位】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会计学院 山东潍坊 261011）
 

【摘  要】
 

      【摘要】2013年5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3］37号），对“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的相关税收政策予以明确。本文

结合案例，就试点行业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操作进行简要分析，以期为“营改

增”试点相关纳税人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营改增   进项税额转出   会计处理

当试点纳税人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发

生《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3]37

号附件1）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形时，应当将该进项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

减，借记有关资产、成本、费用、损失类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转出）”科目。笔者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试点行业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

处理进行解析。
 

一、购进货物改变用途时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
 

当企业购进的生产经营用货物日后被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个人消费时，应该

将其相应的增值税额从“进项税额”中扣减，随同货物成本记入有关账户。
 

例1：北京美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系“营改增”试点一般纳税人，2013年8月购进一批建

筑材料，税率为17%，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金额72万元，进项税额12.24万元；取

得运输单位开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1%，注明金额2万元，税额0.22万元，

价税合计2.22万元；支付保险费0.12万元、包装费0.48万元，款已支付，货物验收入

库并已做相应会计处理。9月20日，公司从仓库领用上月购入的建筑材料的50%用于

办公楼装修。请对美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会计处理。
 

分析：全国推行“营改增”后，财税［2013］37号文件明确，纳税人接受交通运输业服

务，除了取得铁路运输费用结算单据外，将统一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面税额抵扣

进项税额。
 

因此，原材料的账面价值=720 000+20 000+1 200+4 800=746 000（元），进项税

额转出=720 000×50%×17%+20 000×50%×11%=62 300（元）。
 

借：在建工程 435 300   
 

    贷：原材料 373 000（746 000×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62 300
 

例2：上海新锐广告创意有限公司系“营改增”试点一般纳税人，2013年9月购入40套

时装用于商业演出，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金额20万元，进项税额3.4 元，款已支

付，货物已验收入库并已做相应会计处理。10月15日从仓库中领用上月购入的时装

20套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请对新锐广告创意有限公司进行会计处理。
 

分析：公司将上月购入的时装作为职工福利发放，应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用 117 000（234 000×5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17 000
 

给职工实际发放时，应转出的进项税额=100 000×17%=17 000（元）
 

借：应付职工薪酬 117 000   
 

    贷：原材料 1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7 000 
 

二、用于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时进项税额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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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境外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时的信息可比性思考 的会计处理
 

如果纳税人生产的货物或提供的应税劳务全部是免税项目，则其购进货物或接受劳务

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全额计入相应的成本或费用科目，不存在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

处理问题。
 

如果企业购进的货物或接受的劳务既用于应税项目，又用于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

目、免税项目或非增值税应税劳务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下列公

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

×（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额+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免征增值税项目销

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当期全部营业额）。
 

例3：武汉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系“营改增”试点一般纳税人，具有国内快递业务经营许

可证资质。2013年10月共取得运输业务收入100万元，货运代理收入30万元，装卸

收入10万元，仓储收入20万元，包装物销售收入2万元，均为不含税收入，快递收入

40万元；当月燃料和润料消耗80万元（不含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税额

13.6万元；当月支付仓储设备修理费10万元（不含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

税额1.7万元。请对中通物流有限公司进行会计处理。
 

分析：根据财税［2013］37号文附件1中对应税服务范围的注释，快递业务属于营业

税“邮电通信业”税目范围，不属于本次“营改增”试点范围。据此，当月不得抵扣的进

项税额=136 000×［400 000÷（1 000 000+300 000+100 000+200 000+20

000+400 000）］=26 930.69（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快递成本 26 930.69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6 930.69
 

三、非正常损失货物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业服务进项税额转出的会

计处理
 

由于纳税人当初购进货物支付的增值税额已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因此货物发生非正

常损失时，应将进项税额转出，由试点纳税人负担该项税负。进项税额转出时，要将

货物及构成货物价值的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分别转出，否则只能按照货物的实际成本

（实际成本=进价+运价+保险费+其他杂费）计算进项税额的转出数，这样纳税人将

多转出进项税额，导致税收损失。另需提醒试点纳税人注意的是，非正常损失的货物

和转出的进项税额经其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审定准许后，可作为财产损失在计算

应纳税额所得额时扣除。
 

例4：天津新华物流有限公司系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3年9月26日其仓库被

盗，经资产处和审计处审核，损失包装材料账面价值10万元，这批包装材料运输费用

率为5%，其他费用率为2%。请对新华物流有限公司进行会计处理。
 

分析：新华物流有限公司应将损失包装材料及相关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分别转出，损

失包装材料应转出进项税额=100 000×（1－5%－2%）×17%=15 810（元），运输

费用应转出进项税额=100 000×5%×11%=550（元）。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116 360   
 

    贷：周转材料 1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6 360（15 810＋550）
 

如果这批包装材料的购进价格和所含应税劳务的价值，因找不到相关发票而无法确

定，则按照这批包装材料的账面实际成本办理进项税额转出。应转出进项税额=100

000×17%=17 000（元），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117 000   
 

    贷：周转材料 1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7 000
 

四、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交通运输

业服务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
 

在产品、产成品的实际成本主要由材料费、人工费、 折旧费、制造费构成，其中人

工费和折旧费是没有进项税额抵扣的。如果按照在产品或产成品的实际成本据以计算

进项税额转出，纳税人势必将多转出进项税额。因此，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

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交通运输业服务进项

税额转出，关键在于纳税人的会计信息系统能够提供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

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交通运输业服务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原始凭证。
 

通过与主管税务机关洽商，也可根据材料费所占产品成本的比率，按照下列公式办理

进项税额的转出：进项税额转出=在产品或产成品的实际成本×材料费比率×适用税

率。式中，材料费比率=（在产品或产成品的实际成本－人工成本－折旧费用）÷在产

品或产成品的实际成本。
 

例5：厦门精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系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3年10月由于仓库

倒塌损毁一批产品，已知损失产品账面价值为10万元，当期总的生产成本40万元，

其中耗用外购材料、低值易耗品等价值为30万元（运输费用率为10%）。外购货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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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17%的增值税税率，运输费增值税税率为11%，请对精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会计处理。
 

分析：纳税人将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办理进项税额转出时，将在产品、产成

品实际成本和转出的进项税额合计，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生产成

本”或“产成品”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损失产品成本中所耗外购货物的价值（含运费）=100 000×（300 000÷400 000）

=75 000（元），损失外购货物应转出进项税额=75 000×（1-10%）×17%=11

475（元），运输费用应转出进项税额=75 000×10%×11%=825（元）。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87 300   
 

    贷：产成品 75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2 300
 

最后需要提醒试点纳税人注意的是，进项税额转出与视同销售确认销项税额，从当期

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结果来看两者无差异，但它们毕竟是性质不同的涉税事项，对应

纳税额、会计记录和信息披露有着不同的影响。实务中，纳税人应当明确“营改增”试

点相关税收政策，准确掌握进项税额转出与视同销售的区别，正确处理进项税额的转

出事项。
 

【注】本文系2013年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相关企

业税收政策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3RKA07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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