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值税免税收入的会计处理，按照减免性质不同的会计处理：

1.直接减免增值税税额

《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规定，

减免增值税的账务处理。对于当期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借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减免税款）”科目，贷记损益类相关科目。

【例 1】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税额的账务处理。按

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企业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缴

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的，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

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科目（小规模纳税人应借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等科目。

——摘自（财会〔2016〕22号）

【例 2】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纳税人），实行由税务机关

按纳税人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的办法。

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每月可退还的增值税具体限额，由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根据纳税

人所在区县（含县级市、旗，下同）适用的经省（含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下同）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4 倍确定。（财税〔2016〕52 号）

减免增值税款时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贷：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补贴收入

【例 3】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

（以 1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取得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月底确认免征增值税收入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贷：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补贴收入

2.销售行为适用免增值税政策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具粮食销售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明电〔1999〕10号，以下简称 10号文件）第三条规定，国有粮食购销企

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当比照非免税货物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记账

销售额为“价税合计”数。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

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 号）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不

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据此，纳税人发生符合 8号公告和 9 号公告规定的免征增值税行为的，不得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可以视情况开具不同类型的普通发票。

需要说明的是，纳税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注明税率或

征收率栏次的普通发票时，应当在税率或征收率栏次填写“免税”字样。

【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20年 10月提供餐饮服务，按规定享受免增值税政策：

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收入/ 其他收益（全额，不进行价税分离）

3.进项税额加计抵减增值税会计处理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时，应当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

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增值税相关业务进行会计处理；

实际缴纳增值税时，按应纳税额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等科目，按实际

纳税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加计抵减的金额贷记“其他收益”科目。

无实际缴纳增值税时，加计抵减金额不需要做会计处理。



4.小规模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按照实际开票的不含税金额和 1%征收率的税额账务处理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时：

借：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含税销售额/（1+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含税销售额/（1+1%）×1%）

实际缴纳的时候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5. 增值税留抵退税账务处理

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的账务处理较为简单，进项税额留抵在账务上体现为“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的借方余额，收到退税款对应留抵减少，对

应科目进项税额减少，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若账务上已经结转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则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