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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产产品转作自用固定资产的财税处理

【摘要】企业将自产产品转作固定资产自用在会计处理上类似于企业自制固定资产，按照生产成本入账即可，但是这

种情况下的税务处理较复杂，税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文以企业自产产品转作自用固定资产的财税处理问题为研究

对象，具体分析自产产品转作自用固定资产的初始环节及后续环节的财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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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转作固定资

产自用，如机床生产企业将自己生产的机床转作生产用固定

资产。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会计处理比较简单，一般按照库存

商品的实际成本进行结转即可，相当于企业自制固定资产。

但是关于该类业务的税务处理争议较大，主要集中在：是否

应该视同销售，并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如果不视同销售，

生产产品所产生的进项税额是否需要转出。如果是自产的应

税消费品转作固定资产除增值税的涉税问题，还会涉及是否

应该缴纳消费税的问题，如汽车制造企业将自产的应交消费

税的小汽车转作本企业的固定资产。本文对自产产品转作自

用固定资产的财税处理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

帮助。

一、自产产品转作自用固定资产时的财税处理

1. 自产产品转作自用不动产类固定资产时的财税处理。

自产产品转作自用不动产类固定资产是指将自产的产品用

于与不动产相关的项目，如电梯生产厂家将自己生产的电梯

安装于本企业的厂房、建筑物中。首先，转作自用不动产类固

定资产要视同销售，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根据《增值税暂行

条例》的规定，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收回的货物用于非应税

项目要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所谓增值税非应税项目是指提

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和不动产

在建工程。企业将自产的产品转作不动产视同销售计算销项

税额的计税依据是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其他纳税人同类产

品的销售价格或组成计税价格。然后，确定转作自用不动产

类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自产产品转作自用不动产类固定资

产相当于企业自建固定资产，其计税基础为竣工结算前发生

的支出。对于企业确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是否应该计入固定

资产的成本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销项税额应该计

入转作自用的固定资产成本中，在以后的固定资产使用环节

通过折旧的形式体现。最后，转作固定资产的自产产品如果

是应税消费品，还应该于移送使用时缴纳消费税。

例1：某地板生产企业为装修设立在市中心的销售部，领

用了本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 100平方米。该企业同期该款式

实木地板的平均售价为 300元/平方米，单位生产成本为 200

元/平方米，消费税税率5%。企业应做以下财税处理：

增值税销项税额=300×100×17%=5100（元）

消费税=300×100×5%=1500（元）

借：在建工程 26600

贷：库存商品 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00

——应交消费税 1500

2. 自产产品转作自用动产类固定资产时的财税处理。如

果企业将自产的产品转作动产类固定资产，在转移环节不需

要缴纳增值税，在以后的使用、报废及出售环节缴纳增值税，

如汽车制造企业将自产的汽车转作固定资产自用，在移送使

用环节不需要确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如果企业自产的产品

是应税消费品，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转作自用动产类固定资

产虽然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但是需要缴纳消费税。按照《消费

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企业生产的应税消费品，除用于连续生

产应税消费品外，用于其他方面的都需要缴纳消费税。在这

一点上消费税与增值税是不相同的。因为消费税实行单一环

节征税，是对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征税，只要不是用于连续生

产应税消费品都应该缴纳消费税。

例 2：某汽车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生产小汽车。

2013年 1月除正常销售外，该厂将 5辆新研制的小汽车移送

其运输队作固定资产自用。小汽车生产成本 7万元/辆，成本

利润率 8%，消费税税率 9%，车辆购置税税率 10%。企业应做

以下财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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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作自用固定资产的小汽车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但需要

缴纳消费税。由于是新研制的小汽车，没有同类汽车的市场

价格，因此消费税的计税依据为组成计税价格。小汽车转作

自用，还应该缴纳车辆购置税，由于该种情况为自产自用，不

能取得车辆的购置价格，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依据应为国家税

务总局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经审核，国家税务总局对该小

汽车同类型车辆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为8万元。

消费税=7×（1+8%）÷（1-9%）×5×9%=3.74（万元）

车辆购置税=8×5×10%=4（万元）

小汽车的单台计税基础=（5×7+4）÷5=7.8（万元）

企业在固定资产增加时要确定其计税基础，在年末进

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按照税法计提的折旧可以在税前

扣除。

会计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 39

贷：库存商品 35

银行存款 4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3.74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3.74

二、自产产品转作自用动产类固定资产后续环节的财税

处理

企业自产产品转作自用动产类固定资产不需要确认增

值税销项税额，那么进项税额是否需要转出呢？进项税额是

否需要转出要根据转作自用动产类固定资产的后续使用情

况确定。

1. 第一种情况：转作自用的动产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未满而提前报废。实际工作中，有的企业设备没有达到税法

规定的使用年限而提前报废，且报废的设备也没有出售价

值，这种情况按照税法的规定要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转作

自用的固定资产同购进和自制的固定资产相同，如果未达到

使用寿命而提前报废，应将进项税额转出。另外，在该种情况

下，转作自用固定资产发生的损失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如果要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这部分损失，按规定要专

项申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

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

年第 25号）规定，企业在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

时，可将资产损失申报材料和纳税资料作为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表的附件一并向税务机关报送。未办理申报或不符

合条件的资产损失不得税前扣除。

例 3：接例 2，2015年 1月，运输队使用的 1辆小汽车发生

事故严重毁损，提前报废。2015年 7月，企业将 1辆转作自用

的小汽车出售，售价为 5万元。2015年 1月，自用的车辆发生

毁损、报废时的财税处理如下：

自用的车辆发生毁损时要按照固定资产的净值进行进

项税额转出。税法规定运输工具的最低折旧年限为4年，2015

年 1月，该小汽车发生毁损时的净值=（7.8-7.8÷4×2）=3.9

（万元）。则转出的进项税额=3.9×17%=0.66（万元）。

2015年年末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应携

带相关资料，填写《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专项申报

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资产损失专项申报。假设不考虑保

险因素，申报的车辆损失=7.8-3.9+0.66=4.56（万元）。

会计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清理 4.56

累计折旧 3.9

贷：固定资产 7.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0.66

借：营业外支出 4.56

贷：固定资产清理 4.56

2. 第二种情况：转作自用的动产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未满而提前出售。企业转作自用的动产类固定资产由于不再

使用等原因，使用寿命未结束而提前出售的，出售使用过的

固定资产要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这种情况下的增值税应正

常计税，不能采用简易计算办法，适用税率17%。正常计税的

原因是，生产固定资产时的进项税额已经抵扣，转作固定资

产自用时也未视同销售计税，因此该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未满

而提前出售应该正常计税。

例 4：接例 2，2015年 3月，因业务缩减，企业将 2辆转作

自用的小汽车出售，每辆 1万元。这种情况下增值税正常计

税，适用税率17%。

应确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2/（1+17%）×17%=0.29（万

元）

会计处理同例3。

3. 第三种情况：正常使用至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结束。

企业对自用固定资产在使用期间计提折旧，折旧计入制造费

用中，构成了企业产品售价的组成部分，即通过折旧的形式

体现了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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