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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我公司买进原材料时，都是采购先下订购单，然后入

库，再领出去，发票一般很少当月开。材料采购进来入库就做

暂估、领料，可是到后面发票开来时 ，说要调高单价导致发

票金额比采购金额多一万多元。我们已经暂估、领料，财务账

是按发票金额做的。那一万多元该怎么处理？

答：先红字冲回暂估购料凭证，再按发票金额入账。同时

将暂估的领料单红字冲回，按发票金额、领用数量重开领料

单，或者按差额补开领料单。

038. 我单位将内退职工又返聘回来，同时发放退休工资

和返聘工资，请问内退工资和返聘工资在账务上如何处理？

答：《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规定，

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

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

命的人员，如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等。在企业的计划和控

制下，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或未由其正式任命，但为其提

供与职工类似服务的人员，也纳入职工范畴，如劳务用工合同

人员。

1、支付内退工资时：借：应付职工薪酬；贷：银行存款。计

入当期损益：借：管理费用；贷：应付职工薪酬。

2、支付返聘工资时：借：应付职工薪酬；贷：银行存款。根

据返聘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借：管理费用（或相关成本

科目）；贷：应付职工薪酬。

039. 我们是一家从事通讯业务的批零兼营的小企业，与

经销商的合作方式有现款现货、先款后货和先货后款等。现在

是只要货物发出就确认收入（应收账款等相应增加），商品可

退可换。但是有些商品因为终端滞销或其他原因，我公司会给

经销商作出不同的调价，这样一来收入（应收账款）就减少了，

会计账上应该怎么处理？

答：这种做法称为调价折扣，账务处理时应设立“应收账

款———某客户（调价折扣）”、“主营业务收入———折扣及折让

（调价折扣）”等科目进行专门的核算，即借记“主营业务收

入———折扣及折让”科目，贷记“应收账款———某客户（调价折

扣）”科目，同时负数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科目。

不要直接冲减原先发货确认的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以

保障总账数据和物流系统的数据勾稽关系不被破坏。

040. 我公司2011年度根据上级公司指令核销一批固定资

产，在2011年年报中已列支固定资产的相关营业外支出50万

元，无变卖收入（准备资料向税务机关核销所得税税前列支）。

在2012年1月，其中的固定资产变卖出售收入16 000元还未开

发票也未申报纳税，请问在2012年我公司可以直接做会计处

理“借：银行存款16 000元；贷：营业外收入13 675.21元，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 324.79元）”吗？还需要向税

务机关备案吗？

答：企业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要向税务机关备案后才可

以税前扣除。出售固定资产是不需要去税务机关备案的，属于

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2012年变卖收入确认后需申报纳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

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

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

1、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9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

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即应纳税额=含税销售

额/（1+17%）伊17%。

2、2008年12月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

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12月31日以前购进或者

自制的固定资产，按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即应纳税额=

销售额伊4%/2。

3、2008年12月31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

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

增值税，即应纳税额=销售额伊4%/2；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

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

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即：应纳税额=含税销售额/（1+

17%）伊17%。

此外，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原属于自用的应征消费

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等固定资产，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按照简易办法依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即应纳税额=销售额伊4%/2。

贵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全，其固定资产变卖业务的增值税

计算可依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贵公司所做的会计分录在科

目使用上是正确的。

041. 12月31日，本公司银行存款总账余额33 130.51元，银

行存款明细账余额28 243.96元（与银行对账单一致），总账余

额比明细账余额多4 886.55元。由于本公司近年来会计人员更

换频繁，银行对账单未完整保留，形成差异的原因无法核实。

现决定以明细账及对账单余额为准，对总账及报表进行调整。

调整分录为：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 886.55元；贷：银

行存款4 886.55元。请问这样调账可以吗？

答：不可以这样调账。因为银行存款明细账和对账单一

致，很有可能总账出现了错误。而总账与明细账不相符主要是

由于过账差错或汇总差错造成的。应当将参加汇总的银行存

款收付款凭证逐笔与银行存款明细账核对，查出漏记或错记

的数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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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开始预售，尚未交付但已经预

收房款，并按规定已经计算缴纳了营业税金及附加，这部分营

业税税金可否计入清算扣除？

答：这种情况多出现于通知清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虽然

缴纳的这部分营业税金及附加取得了合法扣除凭证，但由于

该部分预售房产尚未最终完成销售，因而该部分可售面积的

预售收入并未计入土地增值税转让收入，扣除项目金额中也

不包括这部分面积的扣除项目。根据收入与扣除配比的原

则，该部分面积所对应的已缴营业税税金不得计入本次清算

扣除。

043. 我公司下设了一家非独立核算的分公司，总、分公

司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的两个区。我公司为一般纳税人，分公司

有独立的银行账号，会计上采用主营业务独立核算、副营业务

非独立核算方式，材料委托总公司统一采购。在采购材料时，

付款账号和发票名称可能会不一致，这种情况取得的发票可

否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规定，“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

货款、劳务费用的对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

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

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

予抵扣。”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采购材料时若付款账号和发票

名称不一致，将不允许抵扣。

但是，国家税务总局等财税部门对特定企业下发过文件

的除外。比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诺基亚公司实行统一结算方

式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6］1211号）

规定，对诺基亚各分公司购买货物从供应商取得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由总公司统一支付货款，造成购进货物的实际付款单位

与发票上注明的购货单位名称不一致的，不属于国税发［1995］

192号文件有关规定的情形，允许其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044. 我公司最近转卖了一台机器给外地一家公司，因为

是2009年前的，只能开具4%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但开票时不

知道这个规定，开具了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对方，对方抵

扣掉了。我公司现在报税时才发现是不能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联系对方，对方说他们当地税务说过发票没问题，可以抵

扣，不愿退这张发票给我们。专管员让我们这个月先按4%报

税，下个月再找对方找回发票冲红。可对方态度很强硬，就是

不肯退发票。

请问：收不回这张发票我公司会承担什么后果？有什么办

法解决吗？

答：首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简易征收政策有

关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0号）的规定，“纳税人销

售旧货，应开具普通发票，不得自行开具或者由税务机关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贵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肯定是不符合

规定的。其次，对方明知贵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符合

规定还予以抵扣，有偷逃税款之嫌。

你与税务机关沟通后，可按照其要求，在下个月找购货方

沟通，要回发票。如果实在是拿不回发票，必要时可由贵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与购货方税务机关进行协调处理。

045. 上级单位给我单位打款数万元用于奖励技术部相

关人员，因为技术部相关人员申请了几项专利。请问：这部分

款项应记入哪个科目核算，是“其他应付款”还是“应付职工薪

酬”？这部分款项的发放是否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答：建议将奖励技术人员的款项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

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贵单位应该在奖励支付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046. 自建房屋建筑物，没有办理决算，也没有取得施工

方发票，现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财务已经暂估入固定资产

了，是否应缴纳房产税？计税价值如何确定？

答：尚未办理决算的，可以先按暂估入账价值来交房产

税，待工程决算后根据发票所列成本作相应调整。

047. 我单位新开了一家小型超市，由于规模较小，货源

不能从食品厂取得，只有从小型的批发商处进货，所以不能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了做账，我超市只能自己到税务局代开

增值税普通发票。

现小超市销售额超过了80万元，税务局要求其转为一般

纳税人。但是，若转为一般纳税人，我超市就只有销项税额，没

有进项税额，税负就很重，能否采用小规模纳税人或核定税额

的方式征税？

答：在《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只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

税人的分别，没有核定征收这种方式。核定征收适用于所得税

和营业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条例第十

一条所称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为：（一）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

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

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

售额（以下简称应税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下（含本数，下同）的；

（二）除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

额在80万元以下的。”

同时，《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一般纳

税人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二）

除本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

人标准，未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

因此，你单位小超市的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按

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未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增

值税销项税额会强制按17%税率计算，且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建安 蔡雪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