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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企业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的影响

唐 贞

（广西公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随着“营改增”税制改革逐步推进，企业税务环境、法律环境不断发生着变化,企业在会计核算及处理时

必须关注税务、法律环境对日常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的影响,并及时作出调整。本文根据财税［2013］37 号文件的规

定结合税务环境的变动，对“营改增”造成原增值税纳税人在会计核算和税务处理上的差异进行比较、归纳，以此为

增值税纳税人规范会计核算、避免不必要的税负增加,降低纳税风险提供借鉴。

【关键词】营改增 会计核算 税务处理

不少增值税纳税人对“营改增”有一个认识上的误

区，认为“营改增”主要是针对原营业税纳税人，对原增值

税纳税人影响不大，只要按原有的方法处理经济业务，就

能很好应对新的税务环境。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如果原增

值税纳税人是小规模纳税人，而且业务单一，不存在任何

混合销售、兼营非应税劳务行为，客户主要是不需要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群体，那么这一观点成立。除此以外，无论

是“营改增”引起的税务环境变化，还是“营改增”过程中

不断完善的政策、规定，都会对原增值税纳税人的会计核

算、税务处理产生影响。若企业仍按老思路在新环境下处

理业务，可能会为企业造成不必要的税收负担。

一、税务环境对原增值税纳税人的影响

“营改增”税制改革分步、有序的推进，造成企业外围

的税务环境不断变化。税务环境的变化对原增值税纳税

人的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原增值税纳税人混合销售行为的会计核算与税务

处理。营业税改增值税使部分原营业税的应税劳务成为

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因此，对于增值税纳税人而言，原

来符合“销售应税商品同时提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混

合销售行为就不再适用增值税对混合销售行为的规定，

而是适用增值税对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

的规定。

税法规定，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

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同销售货物，

应当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

属于同税种的，应按不同税率、不同类别或项目分别设

账、分别核算，若未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应税的税

率从高。由此可知，混合销售行为对企业的会计核算要求

的并不详细，而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则需企业

在日常核算中分别设账、分别核算。因此，同一业务在“营

改增”前和“营改增”后的税务处理与对会计核算的要求

并不相同。

例如，甲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假

设货物适用税率为 17%）并同时向客户提供运输劳务，为

此向客户收取不含税货款10万元，运输费用1万元。①“营

改增”前，甲企业适用混合销售规定。增值税纳税人收取

提供运输劳务的营业额视同含税收入按货物适用的增值

税税率 17%计缴增值税。纳税人不管是否分开核算，该笔

业务都产生1.85万元［10×17%+1÷（1+17%）×17%］增值税

销项。②“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增值税的纳税

范畴，适用 11%的增值税税率。甲企业销售货物并提供运

输劳务适用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的规定。假设

合同中收取的运输费用为不含税收入，纳税人能够分别

准确核算销售货物与提供运输劳务获取的收入，则纳税

人就该笔业务需确认 1.81万元（10×17%+1×11%）的增值

税销项税额；但是，如果纳税人会计核算时没有分开核算

或不能准确核算其销售货物取得的收入、提供运输劳务

取得的收入，则提供运输劳务获取的收入需从高适用税

率，以17%的增值税税率计征增值税。此时，就同一笔业务

企业需确认 1.87万元（11×17%）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比分

别设账、分别核算时多交0.06万元增值税，这无疑会加重

企业纳税负担。

2. 原增值税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会计核算与税

务处理。同样，因税务环境变化，原增值税纳税人的兼营

非应税劳务行为可能也会面临上述问题。

税法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应分别

核算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

营业额；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或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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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劳务的销售额。而纳税人兼营同税种不同税率货物或

应税劳务的，需要按税率、类别或项目分别设账，否则应

税税率从高。因此，对于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原增值税纳税

人而言，“营改增”的推进使业务适用税务处理的相关规

定发生了改变，进而对企业会计核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仍以销售自产货物并兼营运输劳务的甲企业为例，

甲企业当期向客户乙销售货物，收取不含税货款10万元；

向丙企业提供运输劳务，收取运费3万元。①“营改增”前，

企业适用兼营非应税劳务的规定计算缴纳相应税费。假

设甲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分别核算货物销售额和非应税劳

务的营业额，企业当期需确认1.7万元（10×17%）的增值税

销项税额以及 0.09万元（3×3%）的营业税额；但若甲企业

未分别核算销售货物收入和提供运输劳务收入，则由主

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的销售额，按税务机关核定的货物

销售额计缴增值税，其他计缴营业税。如此看来，无论企

业在核算时是否分别核算，都不会面临税率从高的风险。

②“营改增”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兼营运

输劳务，则成为了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假设向

丙企业收取的 3万运费为不含税收入，若甲企业分别设

账，分别核算，则企业当期需确认 2.03万元（10×17%+3×
11%）增值税销项税额；若纳税人没有分别核算销售额，则

全部从高适用 17%的税率计征增值税，此时企业需确认

2.21万元（13×17%）增值税销项税额，要比分别核算时多

交0.18万元增值税。

由甲公司的两个例子可知，“营改增”前，企业会计核

算是否规范对业务相对复杂（业务范围覆盖原营业税业

务与增值税业务）的增值税纳税企业影响并不明显；“营

改增”后，税务环境的变化，导致相关业务所属纳税范畴

发生变动，进而业务的税务处理适用规定也随之改变，而

不同的税务规定对企业会计核算的要求也存在差异，最

终影响企业的税收收益。基于企业整体利益，在处理业务

时企业应结合所处税务环境，分析业务中具体项目的性

质，分别设账核算，以此避免不必要的税负增加。因此，税

务环境的变化对纳税人的会计核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新政策对原增值税纳税人的影响

营改增税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不仅使企业的税务环

境在未来一定期间内都处于不断变化中，而且也会引发

一系列新的相关政策、规定的颁布实施。以2013年新制定

实施的财税［2013］37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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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来说，与《增值税暂行条例》

有关政策就存在着不少差异。新政策可能为企业提供了

更宽松的税务环境，也可能对企业提出了更严格的管理

要求。原增值税纳税人必须要及时了解新规定变化，以争

取最大税收收益，并降低纳税风险。

1. 纳税人进项税额抵扣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第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自用应征消费税的摩

托车、汽车、游艇，由此产生的进项税额抵扣问题。《增值

税暂行条例》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用应征消费税的

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行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但《通知》在可抵扣进项税额中增加了这一项目，即原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自用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

艇，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这项新规定扩宽

了增值税进项抵扣的范围，如果不予注意，可能会导致错

过抵扣凭证的认证期限，增加企业税负。

第二，对货物运输发票进项税额的抵扣做了修正。

《通知》规定：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2013年8月1日
（含）以后开具的运输费用结算单据（铁路运输费用结算

单据除外），不得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但从2014年1月1
日起，铁路运输也纳入了“营改增”试点范围，至此，《增值

税暂行条例》中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按其获取的运输

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费与建设基金合计的7%抵扣进项税

额的规定全面作废。因此，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为了

合理减少税负，结算时需要向运输企业索要增值税专用

发票作为抵扣凭证，若对方是小规模纳税人，也需取得税

务机关为其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三，对不能抵扣进项税额项目中“非正常损失”作

出了补充解释。《通知》中“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

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以及被执法部门依法

没收或者强令自行销毁的货物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业服务。与《暂行条例》比，增加

了“被执法部门依法没收或者强令自行销毁”的情况。

2. 纳税人确认当期销项税额时应注意的问题。在增

值税销项税额确认方面，《通知》补充了纳税人提供应税

劳务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的时间，除了纳税人采取预收

款方式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之外，其他与《增值税暂行

条例》的规定一致。《通知》规定，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

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的纳税义务确认时间，为收到预

收款的当天。但《增值税暂行条例》对于采取预收账款方

式销售货物的纳税义务确认时间的规定是货物发出当天

（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12个月的货物除外）。如果纳税人在

业务处理过程中漠视相关规定，硬套以往的方法处理，将

会给企业带来纳税风险。

例：丁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期发生如下业务：

①企业购入一辆小汽车（消费品）自用，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注明的价款为30万元，税额5.1万元；②丁企业向甲

货运公司（小规模纳税人）购买运输劳务，支付价款 3.09
万元，因没有向其索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取得货运公司

开具的普通发票；③与甲企业签订一张设备租赁合同。合

同规定下月1日由甲企业将设备移交给该客户，租赁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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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与控制”是高职会计电算化专业的一门专

业核心课程。该课程是在学生已经掌握基础会计、财务会

计等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开设的专业必修课，一般在第四

学期开设。

一、课程定位

高职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

美等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综合素质和诚实守信等会计职

业道德，掌握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纳税申报等基本知识，

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会计实务处理和财务

管理，可胜任企事业、行政单位的出纳、会计核算、财务管

理岗位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端技能型专

门人才。

该专业学生的目标就业领域是出纳、会计核算、财务

管理等职业岗位。通过分析职业岗位群各工作过程中的

工作任务，归纳出完成这些工作任务应具备的职业能力

主要有企业设立能力、会计业务核算能力、会计信息化管

“成本核算与控制”教学探析

——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电算化专业为例

赵丽丽 张洪波（副教授）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 济南 250103)

【摘要】“成本核算与控制”课程是高职会计电算化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教授学生成本核算的方式方法，致力

于培养学生的会计业务核算能力。课程中核算方法琐碎，计算繁多，数据处理量较大。基于工作过程设计教学思路，

取得一定成效。

【关键词】核心课程 课程设计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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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月，租赁费用 45万元（不含税）需在当月 25日一次性

交付。客户于当月25日支付了45万设备租赁款。

根据《通知》的相关规定，企业购入自用小汽车的进

项税额可予以抵扣；购买运输劳务，只有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有形

动产租赁服务，收到预收款时确认收入。

若企业使用老思路处理业务：业务 1，购入小汽车自

用，进项不去申报抵扣，造成有效抵扣凭证因未在规定期

限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申报抵扣或者申请稽核比对

而丧失抵扣效力，使企业增加 5.1万元的无效现金流出；

业务 2，购买运输劳务仅取得普通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虽然甲货运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但若企业向其索要

增值税专用发票，甲公司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这样丁企业能减少 0.09万元［3.09÷（1+3%）×3%］的无效

现金流出；业务3，收到预收账款不确认纳税义务，会导致

当期企业申报纳税时少申报 7.65万元（45×17%），加大了

企业纳税风险。

通过分析，如果企业能够及时了解新的政策、规定，

那么在纳税申报缴纳环节就能为企业直接带来5.19万元

的经济利益，避免了企业因漏税行为导致处罚的可能。

三、小结

以目前税务环境已经发生的变化及已经实施的新规

定为例，“营改增”对原增值税纳税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①同一经济业务税务处理程序的变化；②新政策、

新规定与《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差异。这种改变要求原增

值税纳税人采取两方面措施以应对新环境的影响：第一，

进一步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第二，加强法规政策的学习。

同时，需要警醒纳税人注意，“营改增”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随着“营改增”的不断推进，将会有更多的原增值税

非应税项目并入增值税范畴，相应也会衍生出新的政策、

规定。在全面实现“营改增”之前，必须结合企业自身经营

业务的特点，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正确应对“营

改增”进程中税务环境、法律环境变动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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