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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12_2479869.html） 

 

附錄 

 

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财会[2016]22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进一步规范增值税会计处理，促进《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的贯彻落实，我们制定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附件：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 号）等有关规定，现对增值税有关会计处理规定如下： 

   

一、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当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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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认证进项税额”、“待转销项税额”、“增值税

留抵税额”、“简易计税”、“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代扣代交增值税”等明细科目。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在“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内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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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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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进项税额”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或不动产而支付或负担的、准予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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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销项税额抵减”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因扣减销售额而减

少的销项税额； 

  3．“已交税金”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当月已交纳的应交增值税额； 

  4．“转出未交增值税”和“转出多交增值税”专栏，分别记录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转出

当月应交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额； 

  5．“减免税款”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减免的增值税额； 

  6．“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专栏，记录实行“免、抵、退”办法的一般纳税人按

规定计算的出口货物的进项税抵减内销产品的应纳税额； 

  7．“销项税额”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或不动产应收取的增值税额； 

  8．“出口退税”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按规定退回的增值税额； 

  9．“进项税额转出”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

资产或不动产等发生非正常损失以及其他原因而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规定转出的进项税

额。 

  （二）“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核算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从“应交增值税”或“预交增

值税”明细科目转入当月应交未交、多交或预缴的增值税额，以及当月交纳以前期间未交的增

值税额。 

  （三）“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核算一般纳税人转让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提供建筑服务、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等，以及其他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

定应预缴的增值税额。 

  （四）“待抵扣进项税额”明细科目，核算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并经税务机

关认证，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以后期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包括：一般纳

税人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并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的不动

产在建工程，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以后期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实行纳税辅

导期管理的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尚未交叉稽核比对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

额。 

  （五）“待认证进项税额”明细科目，核算一般纳税人由于未经税务机关认证而不得从当

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包括：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按照现行增值税制

度规定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但尚未经税务机关认证的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已申请稽核但

尚未取得稽核相符结果的海关缴款书进项税额。 

  （六）“待转销项税额”明细科目，核算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已确认相关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

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 

  （七）“增值税留抵税额”明细科目，核算兼有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原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截止到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

不得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的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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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简易计税”明细科目，核算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发生的增值税计提、扣

减、预缴、缴纳等业务。 

  （九）“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核算增值税纳税人转让金融商品发生的增

值税额。 

  （十）“代扣代交增值税”明细科目，核算纳税人购进在境内未设经营机构的境外单位或

个人在境内的应税行为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只需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不需要设置上述

专栏及除“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代扣代交增值税”外的明细科目。 

 

  二、账务处理 

  （一）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等业务的账务处理。 

  1．采购等业务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的账务处理。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按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的金额，借记“在途物资”或“原材

料”、“库存商品”、“生产成本”、“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管理费用”等科目，

按当月已认证的可抵扣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当

月未认证的可抵扣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科目，按应付或实际支付

的金额，贷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银行存款”等科目。发生退货的，如原增值税

专用发票已做认证，应根据税务机关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做相反的会计分录；如原增值

税专用发票未做认证，应将发票退回并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2．采购等业务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账务处理。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

费等，其进项税额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时，

应借记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科目，借记“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应付账款”等科目，经税务机关认证后，应借记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科目，贷记“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3．购进不动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按规定进项税额分年抵扣的账务处理。一般纳税人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并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工程，

其进项税额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自取得之日起分2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应当按取得成本，

借记“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科目，按当期可抵扣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以后期间可抵扣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待抵扣进

项税额”科目，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银行存款”

等科目。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待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按允许抵扣的金额，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 

  4．货物等已验收入库但尚未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的账务处理。一般纳税人购进的货物等

已到达并验收入库，但尚未收到增值税扣税凭证并未付款的，应在月末按货物清单或相关合同

协议上的价格暂估入账，不需要将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暂估入账。下月初，用红字冲销原暂估入

账金额，待取得相关增值税扣税凭证并经认证后，按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的金额，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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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库存商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按可抵扣的增值税额，借

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应付金额，贷记“应付账款”等科目。  

  5．小规模纳税人采购等业务的账务处理。小规模纳税人购买物资、服务、无形资产或不

动产，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不通过“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科目核算。 

  6．购买方作为扣缴义务人的账务处理。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

内发生应税行为，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购买方为增值税扣缴义务人。境内一般纳税人

购进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按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的金额，借记“生产成本”、“无

形资产”、“固定资产”、“管理费用”等科目，按可抵扣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

进项税额”科目（小规模纳税人应借记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科目），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

贷记“应付账款”等科目，按应代扣代缴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费——代扣代交增值税”

科目。实际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按代扣代缴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代扣代交增

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 

  1．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企业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

应当按应收或已收的金额，借记“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取得

的收入金额，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清理”、“工程结算”

等科目，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计算的销项税额（或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增值税额），

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小规模纳

税人应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发生销售退回的，应根据按规定开具的红字

增值税专用发票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收入或利得的时点早于按照增值税制度确认增值税纳税义

务发生时点的，应将相关销项税额计入“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科目，待实际发生纳税

义务时再转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 

  按照增值税制度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早于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收入或

利得的时点的，应将应纳增值税额，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收入或利

得时，应按扣除增值税销项税额后的金额确认收入。 

  2．视同销售的账务处理。企业发生税法上视同销售的行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制度

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计算的销项税额（或采用简易计税

方法计算的应纳增值税额），借记“应付职工薪酬”、“利润分配”等科目，贷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小规模纳税人应计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 

  3.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已确认收入，此后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的账务处理。企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已确认收入，但因未产生营业税纳税义务而未计提营业税的，在达到增值

税纳税义务时点时，企业应在确认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同时冲减当期收入；已经计提营业税

且未缴纳的，在达到增值税纳税义务时点时，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应交税

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



5 

 

入”科目，并根据调整后的收入计算确定计入“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科目的金额,同

时冲减收入。 

  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

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

金及附加”项目。 

  （三）差额征税的账务处理。 

  1．企业发生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的账务处理。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企业发生

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的，发生成本费用时，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主营业

务成本”、 “存货”、“工程施工”等科目，贷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银行存

款”等科目。待取得合规增值税扣税凭证且纳税义务发生时，按照允许抵扣的税额，借记“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小规模纳税

人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工程施

工”等科目。 

  2．金融商品转让按规定以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的账务处理。金融商品实际转让

月末，如产生转让收益，则按应纳税额借记“投资收益”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转让金

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如产生转让损失，则按可结转下月抵扣税额，借记“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等科目。交纳增值税时，应借记“应交税

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年末，本科目如有借方余额，

则借记“投资收益”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 

  （四）出口退税的账务处理。 

  为核算纳税人出口货物应收取的出口退税款，设置“应收出口退税款”科目，该科目借方

反映销售出口货物按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应退回的增值税、消费税等，贷方反映实际收到的出

口货物应退回的增值税、消费税等。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尚未收到的应退税额。 

  1.未实行“免、抵、退”办法的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按规定退税的，按规定计算的应收出

口退税额，借记“应收出口退税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科

目，收到出口退税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出口退税款”科目；退税额低于购

进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增值税额的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2.实行“免、抵、退”办法的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在货物出口销售后结转产品销售成本

时，按规定计算的退税额低于购进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增值税额的差额，借记“主营

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按规定计算的当

期出口货物的进项税抵减内销产品的应纳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

销产品应纳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科目。在规定期限

内，内销产品的应纳税额不足以抵减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不足部分按有关税法规定给予退税

的，应在实际收到退税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

退税）”科目。 

  （五）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发生改变的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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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发生非正常损失或改变用途等，原已计入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或待认证进项税额，

但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应付职工薪

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或“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科目；原不得抵扣且未

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因改变用途等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应税项目的，

应按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科目，贷记“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经上述调整后，应按调整后的账面价值

在剩余尚可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或摊销。 

  一般纳税人购进时已全额计提进项税额的货物或服务等转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的，对于结

转以后期间的进项税额，应借记“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六）月末转出多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月度终了，企业应当将当月应交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自“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转入“未

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对于当月应交未交的增值税，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

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对于当月多交的增值税，借记“应

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科目。 

  （七）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1．交纳当月应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企业交纳当月应交的增值税，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科目（小规模纳税人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交纳以前期间未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企业交纳以前期间未交的增值税，借记“应交

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3．预缴增值税的账务处理。企业预缴增值税时，借记“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月末，企业应将“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余额转入“未交增值税”明

细科目，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科目。房

地产开发企业等在预缴增值税后，应直至纳税义务发生时方可从“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科目结转至“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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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账务处理。 

  纳入营改增试点当月月初，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按不得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

的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科目，贷记“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待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按允许抵扣的金额，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

科目。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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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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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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规定。 

  小微企业在取得销售收入时，应当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应交增值税，并确认为应交税费，

在达到增值税制度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条件时，将有关应交增值税转入当期损益。 

 

  三、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 

  “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

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

“其他流动资产” 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列示；“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等科目

期末贷方余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 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

列示；“应交税费”科目下的“未交增值税”、“简易计税”、“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代扣代交增值税”等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应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费”项目列示。 

 

  四、附则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中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应按本规

定执行。2016 年 5 月 1 日至本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交易由于本规定而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

应按本规定调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2〕13 号）及

《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3〕24 号）等原有关增值税

会计处理的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