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什么是增值税

增值税是以商品和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

一种流转 税。按照我国增值税法的规定，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

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统称

应税销售行为）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

举例说明：

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营业务为服装制造销售，其购入原材料价格 100

万元，进项税额 100*13%=13万元；当期该指原料经过加工制成成品成本 120万

元，对外销售价格 150万元，销项税额 150*13%=19.5 万元。

刚 A公司当期应交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19.5-13=6.5 万元

当月主要账务处理：

1、购入原材料：

借：原材料 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00

贷：银行存款 1130000

2、当月销售出库：

借：应收账款 1695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5000

3、为核算当期增值税额，期末将进项税和销项税分别转入未交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5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00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65000



4、在增值税基础上，计提当月附加税：（以城建 7%，教育附加 3%，地方教育

费附加 2%为例）

借：税金及附加 7800

贷：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4550

应交税费-教育费附加 1950

应交税费-地方教育费附加 1300

5、次月交纳本期增值税及附加：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65000

贷：银行存款 65000

借：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4550

应交税费-教育费附加 1950

应交税费-地方教育费附加 1300

贷：银行存款 7800

二、增值税包括哪些内容

一般纳税人应当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预交

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等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下设置“进项税额”“销项税额抵减”“已

交税金”“转出未交增值税”“减免税款”“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 “转

出多交增值税”等专栏。

其中，一般纳税人发生的应税行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销售商品时应交纳

的增值税额在“简易计税”明细科目核算。



实际工作中，很多时候，发票和货物不能同时收到，一般会有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会做暂估入库，但是这样原材料入库时间和记账时间不符合，甚至跨度

好几个月；

二是进项税额无法及时入账，造成税负波动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该种记账方式，直接将原材料办理入库，进项税额记入“应交

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期末，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结转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三、增值税是否需要计提

综合上述一、二内容分析，增值税在期末不用计提，直接通过“应交税费-未

交增值税”科目核算即可。但是增值税相关的附加税需要进行计提。

每个税种是否需要计提，有时候我们无法区分清楚，其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考虑，这样更方便我们理解和记忆：

1、增值税是由销项税和进项税计算得出的，这两个项税直接在当期记账了，期

末只需要在”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反映即可；

2、增值税附加税，对方科目需要计入”税金及附加“，而”税金及附加“科目属于

损益类科目，影响当期利润，为符合”权责发生制“的记账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在

发生增值税的当期先进行计提，然后在次月支付时进行回冲或补计提；

3、同理，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需要

通过”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的税种都需要先计提，再支付；

4、但是，印花税比较特殊，不需要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而是在实际发生

时,借记“税金及附加”，贷记”银行存款“。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交纳印花税，一般情况下， 需要预先购买印花税票，待

发生应税行为时，再根据凭证的性质和规定的比例税率或者 按件计算应纳税额，

将已购买的印花税票粘贴在应纳税凭证上，并在每枚税票的骑缝处 盖戳注销或



者划销，办理完税手续。企业交纳的印花税，不会发生应付未付税款的情况， 不

需要预计应纳税金额，同时也不存在和税务机关结算或清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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