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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销售额确定的差异 
税法与会计制度在应税消费品销售额的认定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会计上的销售额仅仅
指商品的售价，没有包括价外费用。税法上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应向购
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其中价外费用包括价外收取的基金、集资费、返还
利润、补贴、违约金和手续费、包装费、储备费、优质费等等。此外，对包装物价值
和包装物押金是否计入销售额税法做了详细的规定，即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也
不论会计如何核算，均应该计入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至于不作价随同包装物出售而
只收取押金时，押金是否计入销售额，具体可以区分以下情况：（１）押金不计入销
售额中征税，但逾期一年未收回包装物的押金应并入销售额计征消费税。（２）对既
作价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又另外收取押金的包装物押金，凡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
不予归还的，均应并入销售额中计税。（３）对酒类产品生产企业销售酒类产品而收
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计入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二、产品销售收入确认时点的差异 
根据会计制度，产品的销售收入通常在以下四个条件都满足时才能确认收入的实现：
１．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２．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
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３．与交易相关的
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４．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算。 
而税法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认，即税法意义上的销售收入确认同会计是不完全相同
的，具体是： 
（一）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是： 
１．纳税人采取赊销和分期付款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销售合同规
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２．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
天。 
３．纳税人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
时间，为发出应税消费品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４．纳税人采取其他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
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 
（二）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移送使用的当天。 
（三）纳税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货的当
天。 
（四）纳税人出口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报关出口的当天。 
会计制度与税法在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时间上的差异进一步说明了制度与税法遵循不同
的原则，服务于不同目的。 
三、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计税差异 
会计制度上只是明确提出对外销售的应税消费品才需要计征消费税，没有提及自产自
销应税消费品的计税问题，更没有对如何计算应纳消费税。但税法对此作了很多的规
范，具体区分两种情况： 
首先，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税，这体现
了税不重征的原则。 
其次，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除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外，凡用于其他方
面的，于移送时纳税。其中用于其他方面是指纳税人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和在建工
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提供劳务，以及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
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应税消费品。在计算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应计征的消费税额



时，须运用“组成计税价格计算法”，所谓组成计税价格计算法是指纳税人自产自用
的应税消费品按纳税人当月销售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如果当月同类各期销
售价格高低不同，应按销售数量加权平均计算。没有同类消费品价格的，按照组成计
税价格计算纳税，其计算公式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１－消费税税率） 
其中成本是指应税消费税的产品生产成本，利润是指应税消费品的全国平均成本利润
率计算的利润。 
例１ 某化妆品公司将一批自产的护肤品用做职工福利，这批护肤品的成本６０００
元。（注：化妆品全国平均利润率是５％，消费税率为８％）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１－消费税税率） 
＝［６０００＋（６０００×５％）］÷（１－８％）≈６８４７．８３（元） 
应交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率＝６８４７．８３×８％＝５４７．８２ 
四、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纳税差异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委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
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税法规定，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消
费税，至于委托方应交消费税额，应该区分两种情况处理：（１）收回的应税消费品
直接出售的，如果受托方按税法规定已经代扣代缴了消费税的，不在缴交消费税；如
果受托方没有按照税法的要求代扣代缴消费税，委托方必须补缴税款，受托方不再重
复补税但要受到处罚。（２）收回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其已纳税款准予按照规定从连续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税额中扣除。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的规定，从１９９５年６月１日起，下列连续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准予从应纳
消费税税额中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扣除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
款： 
１．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为原料生产的卷烟。 
２．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化妆品为原料生产的化妆品。 
３．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护肤护发品为原料生产的护肤护发品。 
４．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珠宝玉石为原料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５．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鞭炮、烟花为原料生产的鞭炮、烟花。 
６．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汽车轮胎为原料生产的汽车轮胎。 
７．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摩托车为原料生产的摩托车。 
至于受托方应代扣代缴的消费税额的计算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１）受托方有同类消
费品的，按同类消费品价格计算纳税：（２）受托方没有同类消费品的，按组成计税
价格计算，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１－消费税率） 
其中材料成本是指委托方所提供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加工费用是指受托方加工应税
消费品向委托方所收取的全部费用，包括代垫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举例说明如下： 
例２ Ａ公司提供一批化妆品材料给Ｂ公司加工成成套化妆品，原材料价值为２００
０００元，另外支付Ｂ公司加工费２００００，计算Ｂ公司应代扣代缴的消费税额。
（化妆品消费税率为８％）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１－消费税率） 
＝（２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２３９１３０．４３ 
应交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税率＝２３９１３０．４３×８％＝１９１３
０．４３ 
会计制度对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有关消费税的处理未作明确规定，实务中是依照消费
税法规确认的金额进行有关会计处理的。 
五、其他视同销售行为的处理差异 
除了本文第三点所讲到的情况外，还有纳税人以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
料、投资入股和抵偿债务的业务，会计制度将这类交易作为非货币性交易，只对涉及
增值税的处理作了一些规定，没有谈及消费税的业务处理。而税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
定。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纳税人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以及抵偿债务等
方面的应税消费品，应当以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计算
消费税。兹举例如下： 
例３ 某汽车制造厂以自产小汽车１７辆换取某钢厂生产的钢材２００吨，每吨钢材
３０００元。该厂生产的同一型号小汽车销售价格分别为１１万元／辆、８万元／辆
和５万元／辆，小汽车适用的消费税率为５％，计算用于换取钢材的小汽车应纳消费
税额。（以上价格不含增值税） 
该汽车制造厂用于换取钢材的小汽车应纳消费税为： 



应纳税额＝销售额×税率 
＝１７×１１×５％ 
＝９．３５（万元） 
六、进出口消费税业务处理的差异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应于进口时缴纳消费税，在会计上并未对如何核算消费税应纳税
额，税法对进口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区别从价和从量作了详细规定： 
（一）实行从价定率办法的应税消费品的应纳税额的计算：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１－消费税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率 
公式中的“关税完税价格”是指海关核定的关税计税价格。 
（二）实行从量定额办法的应税消费品的纳税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消费品数量×消费品单位税额 
对于纳税人出口应税消费品涉及免税和退税的问题，会计制度对此也没有规定，在会
计核算上只是根据税法的规定计算出来的应退税额进行帐务处理。在税法上，出口应
税消费税退（免）消费税在政策上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出口免税并退税 
（二）出口免税但不退税 
（三）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 
在具体计算上，外贸企业从生产企业购进货物直接出口或受其他外贸企业委托代理出
口应税消费品的应退消费税税款，分两种情况处理： 
１．属于从价定率计征消费品的应税消费品，应依照外贸企业从工厂购进货物时征收
消费税的价格计算应退消费税额，其公式为： 
应退消费税税款＝出口货物的工厂销售额×税率 
上述公式中“出口货物的工厂销售额”应不包含增值税。对含增值税的价格得换算为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２．属于从量定额计征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应依货物购进和报关出口的数量计算应
退消费税款，其公式为： 
应退消费税税款＝出口数量×单位税额 
七、小结 
会计制度在消费税的处理上未作过多的规定，本文主要是围绕税法详细规范了而会计
制度未作规定或未明确规范的问题进行阐述。有关会计账务处理上通常是根据税法所
计算出来的应交消费税额记录“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账户，同时计入有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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