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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训项目说明

  
(1)能够熟练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销项税额。
(2)能够根据销售业务的性质和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
(3)能够对增值税涉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
(4)能够独立完成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制和申报工作。

  
知识准备:增值税的征收对象和特点;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的识别和判定;进项税

额、销项税额的判定和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税额的计算;增值税涉税业务的账务处理方法;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开具要求;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制要求,纳税申报的

方法和流程。
物品准备:记账凭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附表资料。
场地准备:教室或实训室。

  
涉税业务发生—登记涉税账户—填制涉税业务记账凭证—填制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附

列资料表。

  
(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一般纳税人)。
(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
(3)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

二、教师指导案例

(一)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业务

1.企业概况

苏州天威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8日,注册资金为1888万元,注册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电子信息高科技企业,主要从事计算机及其附件、通信产品、集成电路等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苏州天威电子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限额为100万元。
苏州天威电子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注册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风华路2201号西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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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林琳。
财务负责人:金铁鑫。
纳税人识别号:320000210003451。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账号:51020660000001。
电话:0512-87068706。

2.增值税业务

2020年1月,苏州天威电子有限公司发生了下列业务(除特殊说明,以下价格均含税)。
(1)5日,公司支付汽车(生产用,下同)保养费用113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用

网上银行支付。
(2)5日,公司销售给江苏盛天电子有限公司(一般纳税人,纳税人识别号:

320508809900320。公司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通港路11号。电话:0512-32567788。开户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支行。账号:51020660023002)机械控制主板600套,型号为

12W-10,每套不含税价为400元,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款项未收。
(3)6日,公司采购PVC等主板生产原料,合计应付款为6215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1张。
(4)7日,生产后勤部报销公司汽油费用19210元,以现金支付,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1张。
(5)8日,公司购入一台质量检验设备,不含税价为1200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1张,以银行存款支付。
(6)10日,出纳取得缴纳2019年12月增值税162000元的缴款书凭单。
(7)11日,公司出售不用设备一台,设备原值为260000元,已计提折旧98000元,按协

议价140000元出售,开出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该设备为2008年3月购置。
(8)12日,公司销售一批通信产品给四川移动公司,含税价为1695000元。由于四川

移动公司为一般纳税人,因此开出普通货物销售发票17张,款项已收。
(9)12日,公司销售一批作为材料核算的芯片,含税价为235040元,开出增值税专用

发票1张,款项已收。
(10)13日,购入一批芯片作为原材料入库,含税价为6215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6张,款项未付。
(11)15日,购入电容、电阻等原材料一批,不含税价为1900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9张,以银行转账支票支付。
(12)18日,购入两条生产流水线,不含税价为7800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
(13)19日,购入示波器等研发设备6台,不含税价为9200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6张。
(14)21日,销售一批通信设备给上海某公司,含税价为1130000元,开出增值税专用

发票2张。
(15)22日,一批库存原材料发生非正常损失,损失成本为200000元。
(16)23日,购入非办公用奥迪2.4L轿车一辆,取得车辆销售专用发票1张,含税价为

452000元。
(17)26日,购入kindle一批,用于向职工发放新年礼品,不含税价为80000元,取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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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专用发票1张,以银行存款支付。
(18)28日,购入产品用外壳一批,含税价为5424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开出

商业承兑汇票1张。
(19)29日,销售给无锡大洋塑化公司一批PVC加工后的边角料,取得款项26000元,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
(20)30日,将公司成立时购买的一辆桑塔纳轿车出售,取得价款65000元,开具增值

税普通发票1张。
(21)31日,公司财务部将当月符合规定准予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扫描的方式全

部通过了主管税务机关的认证。
要求:对苏州天威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业务进行处理,并编制2020年1月该公司的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

3.业务分析与处理

(1)账务处理。
第1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制造费用 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1130÷(1+13%)×13%]
 贷:银行存款 1130
第2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 271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4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1200(600×400×13%)
第3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 5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71500[621500÷(1+13%)×13%]
 贷:银行存款 621500
第4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制造费用 17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210[19210÷(1+13%)×13%]
 贷:库存现金 19210
第5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 1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5600(120000×13%)
 贷:银行存款 135600
第6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62000
 贷:银行存款 162000
注:本月缴纳上月欠缴的增值税,通过“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核算。
第7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① 借:固定资产清理 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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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折旧 98000
  贷:固定资产 260000
② 借:银行存款 14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35922.33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4077.67[140000÷(1+3%)×3%]
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规定,出售2008年12月31日之前购入的固定资产,按照简

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
③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额)1359.22
  贷:营业外收入 1359.22
注:减按3%依2%征收,减征部分计入减免税款。
④ 借:资产处置损益 26077.67
  贷:固定资产清理 26077.67
第8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695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5000[1695000÷(1+13%)×13%]
第9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235040
 贷:其他业务收入 208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7040[235040÷(1+13%)×13%]
第10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 5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71500[621500÷(1+13%)×13%]
 贷:应付账款 621500
第11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 19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4700(190000×13%)
 贷:银行存款 214700
第12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生产流水线 78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1400(780000×13%)
 贷:银行存款 881400
注:自2009年1月1日起,符合规定条件的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以予以抵扣。
第13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研发设备 9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19600(920000×13%)
 贷:银行存款 1039600
第14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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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0000[1130000÷(1+13%)×13%]
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0

第15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226000
 贷:原材料 2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26000
第16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 4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2000
 贷:银行存款 452000
第17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① 借:库存商品———kindle 8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0400
 贷:银行存款 90400
②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90400
 贷:库存商品 8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0400
注:外购用于职工福利支出的产品,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第18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 48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2400[542400÷(1+13%)×13%]
 贷:应付票据 542400
第19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26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23008.8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991.15[26000÷(1+13%)×13%]
第20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① 借:银行存款 65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63106.8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1893.2[65000÷(1+3%)×3%]
②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额) 631.07
  贷:营业外收入 631.07
注:减按3%依2%征收,减征部分计入减免税款。
第21笔业务的相关计算与会计分录如下。
① 当月进项税额合计数=130+71500+2210+15600+71500+24700+101400+

119600+52000+10400+62400=531440(元)。
② 当月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合计数=26000+10400=36400(元)。
③ 当月增值税销项税额合计数=31200+195000+27040+130000+2991.15

=38623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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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出售固定资产应纳增值税税额=4077.67-1359.22+1893.2-631.07
=3980.58(元)。

⑤ 本月应纳增值税税额合计=386231.15-(531440-36400)+3980.58
=-104828.27(元)。

应缴纳税额为负数,转入下期留抵税额。
注意:若金额为正数,则应将余额转入“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例如,假设本

月应缴纳增值税税额为10000元,则期末应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1000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10000
(2)开具发票。
① 发票开具和管理的规定。纳税人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对

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时,作为收款方才能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开具发票时应当做到以

下几点。
a.发票开具应该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逐栏、全联、全部栏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

单位财务专用章或者发票专用章。
b.发票限于领购单位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开具,未经批准不得跨越规定的使用区

域携带、邮寄或者运输空白发票;不得携带、邮寄或者运输空白发票出入境。
c.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转借、转让、代开发票;未经税务机关批准,不得拆本使用发

票;不得自行扩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范围。
d.开具发票后,如果发生销货退回需要开红字发票的,必须收回原发票并在上面注明

“作废”字样,或者取得对方有效证明;发生销售折让的,在收回原发票并在上面注明“作废”
后重新开具发票或取得对方有效证明后开具红字发票。

②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要求。
a.字迹清晰,项目填写齐全,内容正确无误,购货单位名称、地址、账号等不得简写,销

货单位须加盖具有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纳税人识别号、开户银行及账号的印戳。
b.开具的发票必须与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定的票样相符,销售额和增值税款要计算

准确。
c.不得涂改发票。填写有误者,另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误填的要注明“误填作废”

字样。
d.全部联次要一次开具,上、下联的内容必须一致。
e.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
f.按照规定的时限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g.不得为非增值税项目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h.不得开具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i.不得拆本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j.不得超面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例中,第2笔业务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表1-1所示。第8、9、14笔业务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开具方法和要求与第2笔业务类似,此处略。第19笔业务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如表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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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 扣 联

开票日期:2020年1月5日

购

买

方

名   称:江苏盛天电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20508809900320

地 址、电 话:江苏省张家港市通港路11号,0512-32567788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支行,51020660023002

密

码

区

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税率 税额

机械控制主板

合  计

12W-10 套 600 400 240000

$240000

13% 31200

$31200

价税合计(大写) 人民币贰拾柒万壹仟贰佰元整 (小写) $271200

销

售

方

名   称:苏州天威电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20000210003451

地 址、电 话:苏州市工业园区风华路2201号西三楼,
0512-87068706

开户行及账户:中国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51020660000001

备

注

第
二
联
:
抵
扣
联

购
买
方
抵
扣
凭
证

    收款人:周娜    复核:金铁鑫    开票人:林风      销售方:(章)

表1-2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票 联

开票日期:2020年1月29日

购

买

方

名   称:无锡大洋塑化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20000210003451
地 址、电 话:无锡市工业园区丽华路2201号西三楼,

0510-35268787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银行无锡支行,51026554236059

密

码

区

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税率 税额

PVC边角料

合  计

边角料 批 1 23008.85 23008.85

$23008.85

13% 2991.15

$2991.15

价税合计(大写) 人民币贰万陆仟元整 (小写) $26000

销

售

方

名   称:苏州天威电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20000210003451

地 址、电 话:苏州市工业园区风华路2201号西三楼,
0512-87068706

开户行及账户:中国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51020660000001

备

注

第
二
联
:
发
票
联

购
买
方
记
账
凭
证

    收款人:周娜    复核:金铁鑫    开票人:林风      销售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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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纳税申报。
纳税申报资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其两个附表如表1-3至表1-5所示。
附报资料如下。
① 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存根联。
② 符合抵扣条件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③ 海关进口货物完税凭证的复印件。
④ 运输发票复印件。如果取得的运输发票数量较多,经县级税务局批准,可只附报单

份票面金额在一定数额以上的运输发票复印件。
⑤ 收购凭证的存根联或报查联。
⑥ 收购农产品的普通发票复印件。
⑦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经营规模大的纳税人,如上述附报资料很多,报送确有困难的,经县级国家税务局批准,

由主管国家税务机关派人到企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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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填写说明(以下简称本表及填写说明)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一)名词解释

1.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货物”,是指增值税的应税货物。
2.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劳务”,是指增值税的应税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3.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是指销售服务、不动产和无形

资产。
4.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按适用税率计税”“按适用税率计算”和“一般计税方法”,均指

按“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公式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税方法。
5.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按简易办法计税”“按简易征收办法计算”和“简易计税方法”,

均指按“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公式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税方法。
6.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扣除项目”,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在确定

销售额时,按照有关规定允许其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的项目。
(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填写说明

1.“税款所属时间”:指纳税人申报的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所属时间,应填写具体的起止

年、月、日。
2.“填表日期”:指纳税人填写本表的具体日期。
3.“纳税人识别号”:填写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证件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所属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的小类行业填写。
5.“纳税人名称”:填写纳税人单位名称全称。
6.“法定代表人姓名”:填写纳税人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7.“注册地址”:填写纳税人税务登记证件所注明的详细地址。
8.“营业地址”:填写纳税人实际生产经营地的详细地址。
9.“开户银行及账号”:填写纳税人开户银行的名称和纳税人在该银行的结算账户

号码。
10.“企业登记注册类型”:按纳税人税务登记证件的栏目内容填写。
11.“电话号码”:填写可联系到纳税人的常用电话号码。
12.“即征即退项目”列:填写纳税人按规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劳务和服

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的征(退)税数据。
13.“一般项目”列:填写除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以外的货物、劳务和服务、不动产、

无形资产的征(免)税数据。
14.“本年累计”列:一般填写本年度内各月“本月数”之和。其中,第13、20、25、32、36、

38栏及第18栏“实际抵扣税额”“一般项目”列的“本年累计”分别按本填写说明第27、34、39、
46、50、52、32条要求填写。

15.第1栏“(一)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

税的销售额,包含:在财务上不作销售但按税法规定应缴纳增值税的视同销售和价外费用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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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外贸企业作价销售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的销售额;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后按一般计

税方法计算调整的销售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

前的不含税销售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9列第1~5行之和减去第9列第6、7行

之和。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9列第6、7行之和。
16.第2栏“其中:应税货物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适用税率计算增值税的应税货

物的销售额。包含在财务上不作销售但按税法规定应缴纳增值税的视同销售货物和价外费

用销售额,以及外贸企业作价销售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的销售额。
17.第3栏“应税劳务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适用税率计算增值税的应税劳务的

销售额。
18.第4栏“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额”:填写纳税人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并按一

般计税方法在本期计算调整的销售额。但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劳务和服务、不
动产、无形资产,经纳税检查属于偷税的,不填入“即征即退项目”列,而应填入“一般项

目”列。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

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7列第1~5行之和。
19.第5栏“按简易办法计税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

销售额。包含纳税检查调整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销售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

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其
当期按预征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销售额也填入本栏。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9列第8~13b行之和减去第9列第

14、15行之和。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9列第14、15行之和。
20.第6栏“其中: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额”:填写纳税人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

并按简易计税方法在本期计算调整的销售额。但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劳务和

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经纳税检查属于偷税的,不填入“即征即退项目”列,而应填入“一般

项目”列。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

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
21.第7栏“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

货物、劳务和服务、无形资产的销售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前的销

售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9列第16、17行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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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8栏“免税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和适用

零税率的销售额,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销售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

之前的免税销售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9列第18、19行之和。
23.第9栏“其中:免税货物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货物

销售额及适用零税率的货物销售额,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法出口

货物的销售额。
24.第10栏“免税劳务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劳务销售

额及适用零税率的劳务销售额,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劳务的

销售额。
25.第11栏“销项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货物、劳务和服务、不

动产、无形资产的销项税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

之后的销项税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10列第1、3行之和-第10列第

6行)+(第14列第2、4、5行之和-第14列第7行)。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10列第6行+第14列第7行。
26.第12栏“进项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二)》第12栏

“税额”。
27.第13栏“上期留抵税额”:“本月数”按上一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20栏“期末留抵税

额”“本月数”填写。本栏“一般项目”列“本年累计”不填写。
28.第14栏“进项税额转出”:填写纳税人已经抵扣,但按税法规定本期应转出的进项

税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二)》第13栏

“税额”。
29.第15栏“免、抵、退应退税额”:反映税务机关退税部门按照出口货物、劳务和服务、

无形资产免、抵、退办法审批的增值税应退税额。
30.第16栏“按适用税率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填写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

查,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的增值税税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8列第1~5行之和+《附列资料

(二)》第19栏。
31.第17栏“应抵扣税额合计”:填写纳税人本期应抵扣进项税额的合计数。按表中所

列公式计算填写。
32.第18栏“实际抵扣税额”:“本月数”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本栏“一般项目”列

“本年累计”不填写。
33.第19栏“应纳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并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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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按以下公式填写。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第11栏“销项税额”“一般项目”列“本月数”-第18栏

“实际抵扣税额”“一般项目”列“本月数”-“实际抵减额”。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第11栏“销项税额”“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

第18栏“实际抵扣税额”“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实际抵减额”。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是指按照规定计提加计抵减额,并可从本期适用一般计税

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的纳税人(下同)。“实际抵减额”是指按照规定可从本期适用一

般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加计抵减额,分别对应《附列资料(四)》第6行“一般项

目加计抵减额计算”、第7行“即征即退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的“本期实际抵减额”列。
(2)其他纳税人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34.第20栏“期末留抵税额”:“本月数”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本栏“一般项目”列“本

年累计”不填写。
35.第21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并

应缴纳的增值税额,但不包括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按以下公式计

算填写。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10列第8、9a、10、11行之和-第10列

第14行)+(第14列第9b、12、13a、13b行之和-第14列第15行)。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10列第14行+第14列第15行。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

支机构,应将预征增值税额填入本栏。预征增值税额=应预征增值税的销售额×预征率。
36.第22栏“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因税务、

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并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37.第23栏“应纳税额减征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照税法规定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

额。包含按照规定可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的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用以及技

术维护费。
当本期减征额小于或等于第19栏“应纳税额”与第21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

额”之和时,按本期减征额实际填写;当本期减征额大于第19栏“应纳税额”与第21栏“简易

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之和时,按本期第19栏与第21栏之和填写。本期减征额不足抵

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38.第24栏“应纳税额合计”:反映纳税人本期应缴增值税的合计数。按表中所列公式

计算填写。
39.第25栏“期初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本月数”按上一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32栏

“期末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本月数”填写。“本年累计”按上年度最后一个税款所属期申

报表第32栏“期末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本年累计”填写。
40.第26栏“实收出口开具专用缴款书退税额”:本栏不填写。
41.第27栏“本期已缴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但不包括本期入

库的查补税款。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42.第28栏“①分次预缴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已缴纳的准予在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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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抵减的税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以下几种情况填写。
(1)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总机构,其可以从本期增值

税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分支机构已缴纳的税款,按当期实际可抵减数填入本栏,不足抵减部分

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2)销售建筑服务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其可以从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

减的已缴纳的税款,按当期实际可抵减数填入本栏,不足抵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3)销售不动产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其可以从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的已缴纳的税款,按当期实际可抵减数填入本栏,不足抵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4)出租不动产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其可以从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的已缴纳的税款,按当期实际可抵减数填入本栏,不足抵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43.第29栏“②出口开具专用缴款书预缴税额”:本栏不填写。
44.第30栏“③本期缴纳上期应纳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缴纳上一税款所属期应缴未

缴的增值税额。
45.第31栏“④本期缴纳欠缴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实际缴纳和留抵税额抵减的增值

税欠税额,但不包括缴纳入库的查补增值税额。
46.第32栏“期末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本月数”反映纳税人本期期末应缴未缴的

增值税额,但不包括纳税检查应缴未缴的税额。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本年累计”与
“本月数”相同。
47.第33栏“其中:欠缴税额(≥0)”:反映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已形成欠税的增值税

额。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48.第34栏“本期应补(退)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应纳税额中应补缴或应退回的数

额。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49.第35栏“即征即退实际退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因符合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规

定,而实际收到的税务机关退回的增值税额。
50.第36栏“期初未缴查补税额”:“本月数”按上一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38栏“期末未

缴查补税额”“本月数”填写。“本年累计”按上年度最后一个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38栏“期
末未缴查补税额”“本年累计”填写。
51.第37栏“本期入库查补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而实际

入库的增值税额,包括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并实际缴纳的查补增值税额和按简易计税方法

计算并实际缴纳的查补增值税额。
52.第38栏“期末未缴查补税额”:“本月数”反映纳税人接受纳税检查后应在本期期末

缴纳而未缴纳的查补增值税额。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本年累计”与“本月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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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表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填写说明

(一)“税款所属时间”“纳税人名称”的填写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以下简称主表)。

(二)各列说明

1.第1~2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本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下同)的情况。
2.第3~4列“开具其他发票”:反映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本期开具的其他发票的

情况。
3.第5~6列“未开具发票”:反映本期未开具发票的销售情况。
4.第7~8列“纳税检查调整”:反映经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并在本期调整的销售

情况。
5.第9~11列“合计”:按照表中所列公式填写。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

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第1~11列应填写扣除之前的征(免)税销售额、销项(应纳)
税额和价税合计额。
6.第12列“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期实际扣除金额”: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按《附列资料(三)》第5列对应各行次数

据填写,其中本列第5栏等于《附列资料(三)》第5列第3行与第4行之和;服务、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无扣除项目的,本列填写“0”。其他纳税人不填写。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

支机构,当期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填入本列第13行。
7.第13列“扣除后”“含税(免税)销售额”: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列各行次=第11列对应各行次-第12列对应各行次。其他纳

税人不填写。
8.第14列“扣除后”“销项(应纳)税额”: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按以下要求填写

本列,其他纳税人不填写。
(1)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本列第2行、第4行:若本行第12列为0,则该行次第14列等于第10列。若本行第

12列不为0,则仍按照第14列所列公式计算。计算后的结果与纳税人实际计提销项税额有

差异的,按实际填写。
本列第5行=第13列÷(100%+对应行次税率)×对应行次税率。
本列第7行“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即征即退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具体填写要求

见“各行说明”第2条第(2)项第③点的说明。
(2)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本列各行次=第13列÷(100%+对应行次征收率)×对应行次征收率。
本列第13行“预征率 %”不按本列的说明填写。具体填写要求见“各行说明”第4条第

(2)项。
(3)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实行免抵退税或免税的,本列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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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说明

1.第1~5行“一、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全部征税项目”各行:按不同税率和项目分别填

写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全部征税项目。有即征即退征税项目的纳税人,本部分数

据中既包括即征即退征税项目,又包括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一般征税项目。
2.第6~7行“一、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其中:即征即退项目”各行:只反映按一般计税

方法计算增值税的即征即退项目。按照税法规定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不填写本

行。即征即退项目是全部征税项目的其中数。
(1)第6行“即征即退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反映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

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本行不包括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

内容。
① 本行第9列“合计”“销售额”栏:反映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

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不含税销售额。该栏不按第9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

法规定据实填写。
② 本行第10列“合计”“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

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销项税额。该栏不按第10列所列公式计算,应
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2)第7行“即征即退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反映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

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本行不包括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内容。
① 本行第9列“合计”“销售额”栏:反映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

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不含税销售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按
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填写。该栏不按第9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② 本行第10列“合计”“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

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销项税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

的,按扣除之前的销项税额填写。该栏不按第10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

填写。
③ 本行第14列“扣除后”“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一般计税方法征收增值税且享

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实际应计提的销项税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

产有扣除项目的,按扣除之后的销项税额填写;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无扣除项目的,按本

行第10列填写。该栏不按第14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3.第8~12行“二、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全部征税项目”各行:按不同征收率和项目分

别填写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全部征税项目。有即征即退征税项目的纳税人,本部

分数据中既包括即征即退项目,也包括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一般征税项目。
4.第13a~13c行“二、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预征率 %”:反映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

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预征增值税销售额、预
征增值税应纳税额。其中,第13a行“预征率 %”适用于所有实行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

支机构纳税人;第13b、13c行“预征率 %”适用于部分实行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铁路运输

纳税人。
(1)第13a~13c行第1至6列按照销售额和销项税额的实际发生数填写。
(2)第13a~13c行第14列,纳税人按“应预征缴纳的增值税=应预征增值税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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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征率”公式计算后据实填写。
5.第14~15行“二、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其中:即征即退项目”各行:只反映按简易计

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即征即退项目。按照税法规定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不填写

本行。即征即退项目是全部征税项目的其中数。
(1)第14行“即征即退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反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

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本行不包括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

内容。
① 本行第9列“合计”“销售额”栏:反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

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不含税销售额。该栏不按第9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

法规定据实填写。
② 本行第10列“合计”“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

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应纳税额。该栏不按第10列所列公式计算,应
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2)第15行“即征即退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反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

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本行不包括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

内容。
① 本行第9列“合计”“销售额”栏:反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

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不含税销售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按
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填写。该栏不按第9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② 本行第10列“合计”“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

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应纳税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

的,按扣除之前的应纳税额填写。该栏不按第10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

填写。
③ 本行第14列“扣除后”“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

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实际应计提的应纳税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

产有扣除项目的,按扣除之后的应纳税额填写;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无扣除项目的,按本

行第10列填写。
6.第16行“三、免抵退税”“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反映适用免、抵、退税政策的出

口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7.第17行“三、免抵退税”“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反映适用免、抵、退税政策的服

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8.第18行“四、免税”“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反映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货

物及劳务和适用零税率的出口货物及劳务,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

法的出口货物及劳务。
9.第19行“四、免税”“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反映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服

务、不动产、无形资产和适用零税率的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

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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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税款所属时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  目 栏  次 份  数 金  额 税  额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2+3 35 4088000.00 531440.00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35 4088000.00 531440.00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5+6+
7+8a+8b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6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8a

其他 8b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 9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 10

(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 11

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12=1+4+11 35 4088000.00 531440.00

二、进项税额转出额

项  目 栏  次 税  额

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
13=14+15+
16+…+23

36400.00

其中:免税项目用 14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15 10400.00

非正常损失 16 26000.00

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 17

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18

纳税检查调减进项税额 19

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额 20

上期留抵税额抵减欠税 21

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22

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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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待抵扣进项税额

项  目 栏  次 份  数 金  额 税  额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4

期初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 25

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未申报抵扣 26

期末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 27

其中:按照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 28

(二)其他扣税凭证
29=30+31+
32+33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0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31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32

其他 33

34

四、其他

项  目 栏  次 份  数 金  额 税  额

本期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5

代扣代缴税额 36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填写说明

(一)“税款所属时间”“纳税人名称”的填写同主表。
(二)第1~12栏“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分别反映纳税人按税法规定符合抵扣条

件,在本期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1.第1栏“(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纳税人取得的认证相符本期申报抵

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该栏应等于第2栏“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与第3栏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数据之和。适用取消增值税发票认证规定的纳税人,通过

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选择用于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视为“认证相符”(下同)。
2.第2栏“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反映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本栏是第1栏的其中数,本栏只填写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

抵扣的部分。
3.第3栏“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反映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情况。
辅导期纳税人依据税务机关告知的稽核比对结果通知书及明细清单注明的稽核相符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本栏。本栏是第1栏的其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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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本期申报抵扣的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以下简称通行费电子发

票)应当填写在第1~3栏对应栏次中。
第1~3栏中涉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不包含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的

专用发票,但购进农产品未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

进项税额情况除外。
4.第4栏“(二)其他扣税凭证”:反映本期申报抵扣的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的其他扣

税凭证的情况。具体包括: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含
农产品核定扣除的进项税额)、代扣代缴税收完税凭证、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和其他符

合政策规定的扣税凭证。该栏应等于第5至8b栏之和。
5.第5栏“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反映本期申报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的情况。按规定执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的,纳税人需依

据税务机关告知的稽核比对结果通知书及明细清单注明的稽核相符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填写本栏。
6.第6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反映纳税人本期购进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

品取得(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情况。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填写在本栏,但购进农产品未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13%税率货物和

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情况除外。
“税额”栏=农产品销售发票或者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9%+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金额×9%。
上述公式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纳税人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的专

用发票。
执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填写当期允许抵扣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

税额,不填写“份数”“金额”。
7.第7栏“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填写本期按规定准予抵扣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

值税额。
8.第8a栏“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填写纳税人将购进的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或委

托受托加工13%税率货物时加计扣除的农产品进项税额。该栏不填写“份数”“金额”。
9.第8b栏“其他”:反映按规定本期可以申报抵扣的其他扣税凭证情况。
纳税人按照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发生用途

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应税项目,可在用途改变的次月将按公式计算出的可以抵扣

的进项税额,填入本栏“税额”中。
10.第9栏“(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反映按规定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

扣税凭证上注明的金额和税额。
购建不动产是指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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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不动产,包括以直接购买、接受

捐赠、接受投资入股、自建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不动产,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

的房地产项目。
本栏次包括第1栏中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第4栏中本期用于购建

不动产的其他扣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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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金额”“税额”≥0。
11.第10栏“(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反映按规定本期购进旅客

运输服务,所取得的扣税凭证上注明或按规定计算的金额和税额。
本栏次包括第1栏中按规定本期允许抵扣的购进旅客运输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和第4栏中按规定本期允许抵扣的购进旅客运输服务取得的其他扣税凭证。
本栏“金额”“税额”≥0。
第9栏“(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第10栏“(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

输服务扣税凭证”税额≤第1栏“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4栏“其他扣税凭证”
税额。
12.第11栏“(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填写本期申报抵扣的税务机关出口退

税部门开具的《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列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13.第12栏“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反映本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合计数。按

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三)第13至23栏“二、进项税额转出额”各栏:分别反映纳税人已经抵扣但按规定应在

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明细情况。
1.第13栏“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反映已经抵扣但按规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合计数。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2.第14栏“其中:免税项目用”:反映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按规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

项税额。
3.第15栏“集体福利、个人消费”:反映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按规定应在本期

转出的进项税额。
4.第16栏“非正常损失”:反映纳税人发生非正常损失,按规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

税额。
5.第17栏“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反映用于按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按规定应

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

支机构,当期应由总机构汇总的进项税额也填入本栏。
6.第18栏“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反映按照免、抵、退税办法的规定,由

于征税税率与退税税率存在税率差,在本期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7.第19栏“纳税检查调减进项税额”:反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后而调减的进

项税额。
8.第20栏“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额”:填写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校验通过

的《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在本期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9.第21栏“上期留抵税额抵减欠税”:填写本期经税务机关同意,使用上期留抵税额抵

减欠税的数额。
10.第22栏“上期留抵税额退税”:填写本期经税务机关批准的上期留抵税额退税额。
11.第23栏“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反映除上述进项税额转出情形外,其他

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四)第24~34栏“三、待抵扣进项税额”各栏:分别反映纳税人已经取得,但按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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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符合抵扣条件,暂不予在本期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情况及按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的进

项税额情况。
1.第24~28栏涉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不包括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

的专用发票,但购进农产品未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

品进项税额情况除外。
2.第25栏“期初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反映前期认证相符,但按照税法规定暂不

予抵扣及不允许抵扣,结存至本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辅导期纳税人填写认证相符但

未收到稽核比对结果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期初情况。
3.第26栏“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未申报抵扣”:反映本期认证相符,但按税法规定暂不

予抵扣及不允许抵扣,而未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辅导期纳税人填写本期认证

相符但未收到稽核比对结果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
4.第27栏“期末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反映截至本期期末,按照税法规定仍暂不

予抵扣及不允许抵扣且已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辅导期纳税人填写截至本期期

末已认证相符但未收到稽核比对结果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期末情况。
5.第28栏“其中:按照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反映截至本期期末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

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按照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
纳税人本期期末已认证相符待抵扣的通行费电子发票应当填写在第24至28栏对应栏

次中。
6.第29栏“(二)其他扣税凭证”:反映截至本期期末仍未申报抵扣的除增值税专用发票

之外的其他扣税凭证情况。具体包括: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

售发票、代扣代缴税收完税凭证和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扣税凭证。该栏应等于第30~33栏

之和。
7.第30栏“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反映已取得但截至本期期末仍未申报

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情况,包括纳税人未收到稽核比对结果的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情况。
8.第31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反映已取得但截至本期期末仍未申报抵扣

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农产品销售发票情况。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情况填写在本栏,但购进农产品未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

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情况除外。
9.第32栏“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反映已取得但截至本期期末仍未申报抵扣的代扣

代缴税收完税凭证情况。
10.第33栏“其他”:反映已取得但截至本期期末仍未申报抵扣的其他扣税凭证的情况。
(五)第35~36栏“四、其他”各栏。
1.第35栏“本期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本期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情况。纳税人本期认证相符的通行费电子发票应当填写在本栏次中。
2.第36栏“代扣代缴税额”:填写纳税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扣缴的应税劳务增值税额与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关政策规定扣缴的服务、不
动产和无形资产增值税额之和。



项目一 增值税的计算、申报与核算 29   

(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业务

1.企业概况

苏州娄东家具厂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主要从事衣柜、餐桌、橱柜等木制家具的制作

与销售业务,其基本信息如下。
纳税人识别号:320500006788001。
地址、电话:苏州太仓市临港路12号,0512-58642578。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银行太仓港区支行,3205100000999。
办税员:林娜。
财务主管:谢林。
法定代表人:田雷。

2.增值税业务

2020年9月,苏州娄东家具厂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1)5日,向苏州天华木材有限公司购进木材一批,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为

58500元,木材已经入库,货款当日用银行存款付讫。
(2)8日,向苏州旭日油漆商店购进油漆100kg,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上注明价款为

2000元,款项用银行存款支付。
(3)10日,缴纳8月应纳增值税税额10000元。
(4)20日,向无锡张氏家私有限公司销售一批家具,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上注明价

款为70000元,款项未收到。
(5)25日,销售一批木材给个体户张鹏,收到现金1000元。
要求:对苏州娄东家具厂9月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并完成纳税申报工作。

3.业务分析与处理

(1)账务处理。按照税法的规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应采用简易办法征收,不能抵

扣进项税额,与增值税相关的业务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第1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木材 58500000
 贷:银行存款   58500
第2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油漆 2000
 贷:银行存款  2000
第3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
第4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张氏家私    7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038.83[70000÷(1+3%)×3%]

主营业务收入 67961.17
注:自2009年1月1日起,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整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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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笔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库存现金  1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9.13[1000÷(1+3%)×3%]

其他业务收入  970.87
(2)开具发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其他个人除外)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以申请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

统自行开具。本例中,针对第4笔业务开具的发票如表1-6所示。第5笔业务开具的发票参照

第4笔业务,在此略。

表1-6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票 联

开票日期:2020年9月20日

购

买

方

名   称:无锡张氏家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20000211233451
地 址、电 话:无锡市工业园区丽华路3250号西三楼,

0510-39568787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银行无锡支行,51026554236059

密

码

区

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税率 税额

家具

合  计

家具 批 1 67961.17 67961.17

$67961.17

3% 2038.83

$2038.83

价税合计(大写) 人民币柒万元整 (小写) $70000

销

售

方

名   称:苏州娄东家具厂

纳税人识别号:320500006788001

地 址、电 话:苏州太仓市临港路12号,

0512-58642578

开户行及账户:中国银行太仓港区支行,3205100000999

备

注

第
二
联
:
发
票
联

购
买
方
记
账
凭
证

    收款人:王慧    复核:谢林    开票人:林娜      销售方:(章)

(3)纳税申报。小规模纳税人应按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如实填写并及时报送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除了在税法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外,还应在规定的

期限内上缴税款。税额的解缴方式有以下两种。
① 自行计算解缴。纳税人自行核算应纳税额,在规定的期限内做纳税申报后直接在网上缴

税并打印税票,再持盖有银行转讫章的纳税凭证及纸质纳税申报资料报送上级主管税务机关。
② 税务机关核定后解缴。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将纳税申报资料报送所属税务机关,

由税务机关核定后开具税收缴款书,交给纳税人,纳税人持税收缴款书到其开户银行办理税

款入账手续。
本例中,苏州娄东家具厂9月不含税销售额=(70000+1000)÷(1+3%)=

68932.04(元),当月应纳增值税税额=68932.04×3%=2067.96(元)。根据2019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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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规定,月销售额在10万元以下的,免征增值税,故该企业

本月应纳增值税为零。其所填列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如表1-7所示。
表1-7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纳税人识别号:320500006788001
纳税人名称(公章):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税款所属期: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填表日期:2020年10月9日

一、
计

税

依

据

项  目 栏  次

本 期 数 本年累计

货物及

劳务

服务、
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

货物及

劳务

服务、不
动产和无

形资产

(一)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3%征收率)
1 68932.04

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2

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
3 68932.04

(二)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5%征收率)
4

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5

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
6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不含税销售额
7(7≥8)

其中: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
8

(四)免税销售额
9=10+
11+12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10

未达起征点销售额 11

其他免税销售额 12

(五)出口免税销售额
13

(13≥14)

其中: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销售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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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
税

款

计

算

项  目 栏  次

本 期 数 本年累计

货物及

劳务

服务、
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

货物及

劳务

服务、不
动产和无

形资产

本期应纳税额 15 2067.96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16 2067.96

本期免税额 17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额 18

未达起征点免税额 19

应纳税额合计
20=
15-16

0

本期预缴税额 21

本期应补(退)税额
22=
20-21

0

  纳税人或代理人声明: 如纳税人填报,由纳税人填写以下各栏:

 本纳税申报表是根据国家税

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
我确定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
整的。

办税人员:林娜       财务负责人:谢林

法定代表人:田雷      联系电话:

如委托代理人填报,由代理人填写以下各栏:

代理人名称(公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              接收人:      接收日期:

三、学生实训操作项目

1.苏州华兴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主要从事农机

器具生产和销售业务,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为13%,目前申请使用的是10万元

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基本信息如下。
注册、经营地址:苏州市新华产业园运河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周磊。
财务负责人:杨凡。
办税员:高丽。
纳税人识别号:320000210000006。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苏州新华园区支行。
账号:51020660000001。
电话:0512-85068703。
2020年1月,该公司发生如下购销业务。
(1)2日,从无锡橡胶厂购入一批生产用轮胎,共1000只,单价为500元,取得对方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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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增值税税额为65000元。
(2)3日,从外地购入包装物一批,价款为6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7800元,取得对方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企业开出商业承兑汇票1张。
(3)4日,从太仓某企业采购生产用钢材一批,共计5000kg,单价为40元,取得对方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货款通过转账支票支付。
(4)5日,因钢材型号不匹配,退回4日采购的钢材1000kg,收回货款40000元,增值

税税额为5200元,收到对方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5)5日,企业购入产品包装用铁丝一批,价款为10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3000元,

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款项未付。
(6)6日,接受华天公司投资,其中产品检测设备一台,双方协议价为200000元;冷轧

钢一批,双方协议价为100000元,投资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增值税税额为

13000元。 
(7)7日,接受华天公司捐赠的油漆、包装箱等辅助材料一批,市场价格为20000元,增

值税税额为2600元,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8)8日,采购手套、防护靴等劳保用品一批,并分发到车间,价格为6000元,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1张,上面注明增值税税额为780元。
(9)12日,预缴本月增值税款30000元。
(10)13日,委托某公司对生产线进行调试维护,共支付费用8000元,取得对方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11)14日,为食堂购入一部货运汽车,价格为250000元,并取得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1张,增值税税额为32500元,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12)15日,为装修办公楼,购入装修材料一批,价格为8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

10400元,取得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款项未支付。
(13)16日,销售给上海绿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般纳税人,纳税人识别号:

310108809900221。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威路21号。电话:021-56567788。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浦东支行。账号:21010660023001)收割机(型号:SG-A11)30台,每台

的价格为30000元,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收到商业汇票1张。
(14)17日,销售20台脱壳机(型号:TK-B2)给常州振华农业物资厂(小规模纳税人),

价款合计6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7800元,向对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
(15)17日,由于质量原因,上海绿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退回收割机一批,价款合计

10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3000元,货款已退,并向对方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16)18日,将3台稻田平整机(型号:PZ-C1)投资于常熟农联股份有限公司(一般纳税

人,纳税人识别号:320508809900110。公司地址:常熟市虞山路121号。电话:0512-
77567788。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常熟虞山支行。账号:32050660023001),双方协议价为

90000元。该批产品的市场价格为80000元,生产成本为50000元,企业以成本法核算该

笔投资,并向对方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17)20日,销售给太仓镇东农资厂(一般纳税人,纳税人识别号为320507709900110。

公司地址:太仓市郑和东路121号。电话:0512-53567788。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太仓城东支

行。账号:32050660023772)播种机(型号:BZ-A1)15台,每台价格为40000元,并随同产品

出售15套备用件,合计50000元,货款尚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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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日,预缴增值税30000元。
(19)23日,将逾期1年未退回的包装物押金4000元冲销库存包装物成本。
(20)25日,为维修仓库,将月初采购的钢材用作建设物资。已知该批钢材的成本为

52000元。
(21)26日,委托某轴承厂代为加工生产用农机轴承,共计支付加工费12000元,并取

得对方开具的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22)27日,为降低产品故障率,公司从外地购入两台质量检测设备,每台销售价格为

150000元,并取得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同时,因办公需要,企业管理部购入小

轿车一辆,单价为1000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23)月底,支付电费、水费与取暖费,并取得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月电费为24000元,

其中车间用电16000元,厂部用电80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增值税税额为3120元;
支付水费10000元,其中车间用水8000元,厂部用水2000元,增值税税额为600元;取暖

费2000元,其中车间负担1400元,厂部负担600元,增值税税额为180元。
已知该公司本月取得和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防伪税控专用发票,且进项税额相

关票据已经税务机关验证为合法、有效,上月增值税留底税额为零。
要求如下。
(1)对苏州华兴机械有限公司1月发生的上述交易或事项进行账务处理,并填制记账

凭证。
(2)对第13、14、16、17笔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并分别填入

表1-8、表1-9、表1-10、表1-11中。

表1-8 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 扣 联

开票日期:  年 月 日

购

买

方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 、电 话:

开户行及账号:

密

码

区

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税率 税额

合  计

价税合计(大写) (小写)

销

售

方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电 话:

开户行及账号:

备

注

第
二
联
:
抵
扣
联

购
买
方
抵
扣
凭
证

    收款人:      复核:       开票人:       销售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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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票 联

开票日期: 年 月 日

购

买

方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电 话:

开户行及账号:

密

码

区

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税率 税额

合  计

价税合计(大写)  (小写)

销

售

方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电 话:

开户行及账户:

备

注

第
二
联
:
发
票
联

购
买
方
记
账
凭
证

    收款人:      复核:       开票人:        销货单位:(章)

表1-10 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 扣 联

开票日期:  年 月 日

购

买

方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 、电 话:

开户行及账号:

密

码

区

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税率 税额

合  计

价税合计(大写) (小写)

销

售

方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电 话:

开户行及账号:

备

注

第
二
联
:
抵
扣
联

购
买
方
抵
扣
凭
证

    收款人:      复核:       开票人:       销售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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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 扣 联

开票日期:  年 月 日

购

买

方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 、电 话:

开户行及账号:

密

码

区

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税率 税额

合  计

价税合计(大写) (小写)

销

售

方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电 话:

开户行及账号:

备

注

第
二
联
:
抵
扣
联

购
买
方
抵
扣
凭
证

    收款人:      复核:       开票人:       销售方:(章)

(3)计算该公司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并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其两个附表和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表,完成当月增值税申报工作,如表1-12至表1-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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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税款所属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  目 栏  次 份  数 金  额 税  额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2+3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5+6+
7+8a+8b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6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8a

其他 8b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 9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 10

(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 11

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12=1+4+11

二、进项税额转出额

项  目 栏  次 税  额

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
13=14+15+
16+…+23

其中:免税项目用 14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15

非正常损失 16

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 17

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18

纳税检查调减进项税额 19

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额 20

上期留抵税额抵减欠税 21

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22

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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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待抵扣进项税额

项  目 栏  次 份  数 金  额 税  额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4

期初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 25

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未申报抵扣 26

期末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 27

其中:按照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 28

(二)其他扣税凭证
29=30+31+
32+33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0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31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32

其他 33

34

四、其他

项  目 栏  次 份  数 金  额 税  额

本期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5

代扣代缴税额 36

2.太仓大江化工厂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主要从事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业务,
其基本信息如下。

纳税人识别号:320500006767003。
地址、电话:苏州太仓港口开发区银华路6号,0512-53642556。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银行太仓港区支行,3205100000003。
办税员:张倩。
财务主管:林雨春。
法定代表人:何兴中。
2020年1月,太仓大江化工厂发生如下购销业务。
(1)4日,购入生产用化工原料一批,价格为2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2600元,取得对

方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2)9日,对外提供化工设备修理业务,合计取得收入7000元。
(3)11日,销售给某食品厂添加剂20t,单价为3000元/t,同时代为对方运输,收取运

输费600元,以上款项通过银行收付,并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
(4)21日,购入化工实验设备一台,不含税价格为100000元,并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
(5)27日,向某一般纳税人销售食品添加剂一批,取得不含税销售额12000元,增值税

税税额为360元,由税务部门代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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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如下。
(1)对太仓大江化工厂1月的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并填制记账凭证。
(2)计算太仓大江化工厂1月应纳增值税税额,并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见表1-15),

完成纳税申报工作。

表1-15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公章):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税款所属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
计

税

依

据

项  目 栏  次

本 期 数 本年累计

货物及

劳务

服务、
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

货物及

劳务

服务、不
动产和无

形资产

(一)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3%征收率)
1

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2

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
3

(二)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5%征收率)
4

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5

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
6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不含税销售额
7(7≥8)

其中: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
8

(四)免税销售额
9=

10+11+12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10

未达起征点销售额 11

其他免税销售额 12

(五)出口免税销售额
13

(13≥14)

其中: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销售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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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
税

款

计

算

项  目 栏  次

本 期 数 本年累计

货物及

劳务

服务、
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

货物及

劳务

服务、不
动产和无

形资产

本期应纳税额 15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16

本期免税额 17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额 18

未达起征点免税额 19

应纳税额合计
20=
15-16

本期预缴税额 21

本期应补(退)税额
22=
20-21

  纳税人或代理人声明: 如纳税人填报,由纳税人填写以下各栏:

 本纳税申报表是根据国家税

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
我确定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
整的。

办税人员:         财务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如委托代理人填报,由代理人填写以下各栏:

代理人名称(公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四、拓展计算项目

1.味佳食品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从事面包、蛋糕、奶酪等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业务,产品适用税率为13%。2019年10月,该公司发生如下增值税涉税业务。
(1)采用交款提货方式销售蛋糕200万元,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以折扣方式向某超市销售面包120万元,另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折扣

20万元。
(3)当月采购食品加工辅料,取得的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100万元,

货款已付,销货方保证在11月10日前将货物发出。
(4)为装修办公大楼,当月购进一批装饰材料,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为

2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2.6万元。
(5)从农民手中购入玉米作为本企业的生产原料,合计支付价款11万元。
(6)为提高生产效率,从国外购进一台食品加工机器,价款为5万美元,由海关代征进

口环节的增值税7万元,已取得海关的完税凭证。
要求:试计算味佳食品公司2019年10月增值税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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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牛农机公司主要从事插秧机、脱壳机及播种机等农机器具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属
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年1月,该公司发生下列经济业务。

(1)5日,购入一批农机专用零件,取得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的价款

100000元。
(2)10日,从某农具厂(属小规模纳税人)购入200个农机配件,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1张,注明不含税价款合计4000元。
(3)15日,从某计算机公司购进100台计算机,每台计算机的不含税价格为4000元,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将其中50台奖励给单位先进工作人员,另50台供生产调度车间使用。
(4)20日,接受其他农机厂委托代加工专用脱壳机1台,对方提供的材料价值4000元,

本厂收取加工费2000元。
(5)21日,销售插秧机取得不含税收入500000元。
要求:试计算铁牛农机公司2020年1月增值税应纳税额。
3.万达百货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从事服装、日用百货的零售业务,适用增值

税税率为13%。2019年12月,该公司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1)从外地购入一批羽绒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货款100万元,增值税税额

13万元,同时支付货物运费2万元,公路建设基金0.1万元,装卸费0.25万元,已取得运输

部门开具的运输发票。
(2)销售给某化工厂一批劳保用品,价款为500万元,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增

值税税额65万元。向小规模纳税人零售百货用品,收到价款23.4万元,已开具增值税普通

发票,柜台零售取得现金收入5.58万元。
(3)将11月购进的一批不含税价格2万元的服装分发给职工作为圣诞节福利。
(4)卖给某大型企业单位空调50台,每台空调的不含税价格为0.3万元,每台收取安装

费113元。
(5)月底,由于发生火灾,损失了一批进价为2万元的货物,该批货物的市场零售价约

为2.7万元。
已知万达百货公司12月初增值税留抵税额为4.8万元,本月所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抵扣票据已经税务机关验证合法、有效。
要求:计算万达百货公司2019年12月增值税应纳税额。
4.红星制药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年1月发生下述增值税涉税业务。
(1)从欧洲进口一台药品研发设备,取得海关进口货物完税凭证,注明增值税税额为

120000元。
(2)向某玻璃器皿厂采购一批药瓶,已付款并取得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注

明不含税的销售额为80000元,对方已发货。
(3)将上月外购的药物检验设备投资于某联营企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销

售额为1000000元。
(4)生产车间领用原料药100000元,用于某药物(免税)的生产。
(5)对外采购原料药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注明销售额为1000000元,同时

取得货运单位开具的运输发票1张,其中,运输费为50000元。
(6)1月初预收某药品批发企业货款900000元,1月中旬药品已发出,并向对方开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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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专用发票。
(7)采用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一批药品,货已发出并办好托收手续,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销售额为600000元,但发货后半个月获悉对方已破产,货款无力偿还。
(8)将一批市场价格为80000元的药品捐赠给某地震灾区。
(9)将逾期1年的包装物押金50000元冲销库存包装物成本。
(10)采用商业折扣方式销售一批药品,销售额为2000000元,折扣率为5%,且销售额

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
要求:已知红星制药厂1月所取得的进项税额抵扣票据经税务机关验证合法、有效,试

计算该制药厂2020年1月增值税应纳税额。
5.新鑫日用百货批发部主要从事日用百货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2019年10月,该批发部发生以下购销业务。
(1)购进货物并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支付货款120000元。
(2)销售货物,取得零售收入共计150000元,另外取得包装费8080元。
(3)将已使用过的货用面包车对外出售,取得收入45000元。
要求:计算新鑫日用百货批发部2019年10月增值税应纳税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