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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征增值税后交通运输企业

会计处理及税负变化

【摘要】从 2012年 1月 1日起，我国首先在上海市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计划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部分

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本文以交通运输业为例，例证了此项重大改革引起的企业涉税会计处理变化和影响。

【关键词】营业税 增值税 税负 会计处理 减税

冷 琳

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 长沙 410205冤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11年 10月 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从 2012年 1月 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

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

改为征收增值税。这是我国完善税收制度的重要一步，可以解

决重复征税的问题，降低企业税负。本文以上海市冬林货运公

司（假定税改后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为 17%）

2012年 2月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例，说明税改后企业涉税会计

处理变化及影响。

一、税改后企业涉税会计处理的变化

1. 采购交通运输设备时涉税会计处理的变化。作为货运

公司，经常面临交通运输设备的更新问题。2009年我国推行

了增值税改革，把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

企业购进的用于生产活动的固定资产，可以享受增值税进项

税额抵扣政策。由于税改前交通运输业属于服务行业，征收的

是营业税，其采购交通运输设备时支付的增值税不能抵扣，要

全额计入设备的采购成本，计提折旧费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后，货运公司作为一般纳税人，其采购交通运输设备时支付的

增值税可以列入“进项税额”，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

例 1：冬林货运公司 2012年 2月 14日采购东风货车一

台，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50万元，增值税 8.5万元，所

有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

税改前：借：固定资产 585 000；贷：银行存款 585 000。税

改后：借：固定资产 5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85 000；贷：银行存款 585 000。

2. 交通运输设备处置时涉税会计处理的变化。在消费型

增值税下，处置生产型机器设备时要缴纳增值税。税改前货运

公司作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固定资产处置收入不需额外缴

纳增值税；而将交通运输行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生产型固

定资产处置收入应按企业适用税率缴纳增值税。

例 2：冬林货运公司 2012年 2月 18日处置汽车一辆，原

价 10万元，已提折旧 6万元，处置收入 5万元（不含税），所有

款项已收到并存入银行。

税改前：借：固定资产清理 40 000，累计折旧 60 000；贷：

固定资产 100 000。借：银行存款 50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50 000。借：固定资产清理 10 000；贷：营业外收入 10 000。税

改后：与税改前相同分录不再赘述（下同），变化的涉税会计分

录如下：借：银行存款 58 500；贷：固定资产清理 50 000，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 500。

3. 购买汽柴油时涉税会计处理的变化。汽柴油费用是货

运公司主要的成本项目。税改前其作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购

买汽柴油时支付的增值税不得抵扣，要全额计入营业成本。税

改后货运公司作为一般纳税人，购买汽柴油支付的增值税可

列入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例 3：冬林货运公司 2012年 2月定点累计加注汽柴油 20

万元，增值税 3.4万元，所有款项下月支付。

税改前：借：主营业务成本 234 000；贷：应付账款 234 000。

税改后：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34 000；贷：应付账款 234 000。

4. 发生维修费用时涉税会计处理的变化。作为货运公

司，经常会发生交通运输工具的维修保养业务，维修保养费也

是其主要的成本项目。税改前其作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这部

分维修保养费用对应支付的增值税即使取得了专用发票，也

要全额计入营业成本，而税改后支付的增值税则可列入“进项

税额”予以抵扣。

例 4：冬林货运公司 2012年 2月累计发生汽车维修保养

费用 5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税款 0.85万元，所有款

项核对清楚后以支票支付。

税改前：借：主营业务成本 58 500；贷：银行存款58 500。

税改后：借：主营业务成本 5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8 500；贷：银行存款 58 500。

5. 运输收入涉税会计处理的变化。货运公司属于交通运

输行业，归属营业税的征税税目。税改前其应按运输收入的

3%征收营业税，按营业税的 7%征收城建税，按营业税的 3%

征收教育费附加；税改后货运公司运输收入按 17%（或其他低

税率）征收增值税，按增值税的 7%征收城建税，按增值税的

3%征收教育费附加。另外，自 2010年 1月 1日起，对中华人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窑49窑阴

民共和国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劳务免征营业

税。这里的国际运输劳务是指：淤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出

境。于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入境。盂在境外发生载运旅客

或者货物的行为。并且，这个营业税的优惠政策税改后是可以

延续的。

例 5：冬林货运公司 2月份实现运输劳务收入 100万元

（含税），其中国内运输劳务收入 90万元，国际运输劳务收入

10万元。80%的款项已收到并存入银行，其余暂欠。

税改前：借：银行存款 800 000，应收账款 200 000；贷：主

营业务收入 1 000 000。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9 700；贷：应交

税费———应交营业税 27 000（900 000伊3%）、———应交城建税

1 890（27 000伊7%）、———应交教育费附加 810（27 000伊3%）。

税改后：借：银行存款 800 000，应收账款 200 000；贷：主营业

务收入 869 231（900 000衣1.17垣100 000），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130 769。

二、税改对企业的税负影响

通过冬林货运公司上述 2月份的经济业务分析，我们可

以计算出税改前其作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全月缴纳的税费

为 29 700元，其中营业税 27 000元、城建税 1 890元、教育费

附加 810元。而税改后冬林货运公司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由于享受增值税抵扣政策，全月应纳的增值税为 11 769元

（销项税额为 139 269元，进项税额为 127 500元，假定不存在

期初未抵扣余额）、城建税 823.83元、教育费附加 353.07元，

合计缴纳税费为 12 945.90元。税改后冬林货运公司 2月份

计提附加费的会计分录如下：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 176.90；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823.83、———应交教育费附加

353.07。由此可以看出，税改后冬林货运公司的流转税费负担

由 29 700元减少到了 12 945.90元，减税幅度达到了 56%。如

果增值税税率不是定为标准税率 17%，而是 13%或 11%的低

税率的话，流转税费负担还会进一步减轻。

三、结论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纳税企业变成了增值税纳

税义务人，只需承担增值税税负，税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减

轻。另外，对于原来的增值税纳税企业来说，原来从营业税纳

税企业购入货物和劳务，只能取得普通发票，不能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造成这些货物和劳务的增值税不能抵扣（目前仅有运

费的 7%可享受抵扣），增加了企业负担。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后，增值税实现了全产业链的抵扣，消除了重复征税，减税效

果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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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事一议资金在实务中的核算

例：2010年 5月 30日，响马山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

大会决定通过“一事一议”方式修建本村村内道路，按照预算

共需 60 000元，其中 2 000人每人筹资 20元，共计 40 000

元，筹劳款共 6 000元，当地财政贴补该事项资金 4 000元，本

村外出务工人员及富裕家庭自愿捐赠 10 000元。上述资金在

6月 22日均到位，并正式动工。该工程于 8月 20日全部完

工，施工中购买水泥、沙子等物资共计 42 000元，支付施工承

包方报酬 8 000元，节余 4 000元经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

大会决定，留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其账务处理为：淤在成员大会作出决定时：借：内部往来———

筹资款 40 000；贷：一事一议资金 40 000。收到该款时：借：现

金（或银行存款）40 000；贷：内部往来———筹资款 40 000。

于收到财政贴补款时：借：现金（或银行存款）4 000；贷：一事

一议资金 4 000。盂收到捐赠款时：借：现金（或银行存款）

10 000；贷：一事一议资金 10 000。榆使用筹资款时：借：在建

工程 56 000；贷：现金（或银行存款）50 000，公积公益金 6 000。

虞村道路完工时：借：其他支出 56 000；贷：在建工程 56 000。

愚将实际支付资金转为集体积累：借：一事一议资金 50 000；

贷：公积公益金 50 000。舆根据成员大会决定将结余资金留归

村集体：借：一事一议资金 4 000；贷：公积公益金 4 000。

二、村一事一议资金核算存在的问题

1. 将不构成固定资产的一事一议项目的支出全部计入

了其他支出，对收益分配产生影响。上面所列的其他支出

56 000元，按照村集体收益分配的规定，在计算村集体收益时

是一个减项，使村集体本期可供分配收益减少了 56 000元，

这是不合理的。

2. 使村集体的公积公益金出现了虚增现象。上例中共增

加公积公益金 60 000元，修筑村道路使用了 56 000元，道路

是该村村民全民受益，但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说，已将其列

入了其他支出，除非由其他途径获得的收入对其填补，否则此

笔公积公益金不具有转增资本、弥补亏损等功能，属于虚增。

三、优化建议

在制度上将“一事一议资金”科目列为收入类科目，各种

途径形成的一事一议资金均通过该科目核算，而不进入公积

公益金。如上例中使用筹资款时会计分录中的“贷：公积公益

金 6 000”应改成“贷：一事一议资金 6 000”。

一事一议资金无需向公积公益金结转。如上例中的将实

际支付的资金转为公积公益金的会计分录不需要做了。

在收益及收益分配表中，在“三、本年收益”项目前加一个

项目“三、一事一议资金收入”，“本年收益”的项目序号即变为

“四”了。茵

村一事一议资金

之核算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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