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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上旬

一、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与销售不动产应纳营业税计算

1 援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应纳营业税计算分析。根据《营

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以向购买

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及价外费用为计税营业额。应纳营业税=

转让无形资产计税营业额伊5%。

2援 销售不动产应纳营业税计算分析。《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规

定，从 2003年 1月 1日起，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

不动产，以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

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销售不动产计税营业额的确定分两

种情况：淤销售自建不动产，由于建成时没有交过转让不动产

的营业税，因此转让时应以销售不动产从购买方收取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为计税营业额。于销售外购不动产，由于外购

不动产的价款中已经含有转让环节的营业税，为了避免重复

征税，纳税人转让外购不动产时，以取得的全部收入减去该不

动产的购置或抵债原价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额。应纳营业

税=转让不动产计税营业额伊5%。

二、应纳营业税计税依据的差异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和销售不动产的营

业税计税依据的相同之处在于：转让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和

自建的不动产，都是以从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为计税营业额。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转让外购无形资产所有

权是按照转让收入全额征税，而转让外购不动产是按照全部

收入减去该不动产的购置原价后的余额征税。

三、转让外购无形资产所有权现行计税规定的弊端

1援 现行规定不符合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税收经济效率是

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角度对税收制度的考察，税收除了使

纳税人的收入减少外，还会导致纳税人在资源配置中的选择，

歪曲消费者对消费品和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这被称为

超税负担。税收经济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

收对市场机制的人为干扰，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

调节作用，而在此基础上，把握好税收额外负担的量与度，有

效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增加额外收益，促

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营业税是价内税，对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征收营

业税，会改变无形资产的相对价格，影响经济主体的购买行为

和销售行为；另一方面，转让外购无形资产所有权按收入全额

征税，显然，存在着重复征税。由于上述原因，对纳税人转让外

购无形资产所有权按收入全额征税，就会产生经济运行方面

的超税负担，不符合税收经济效率的原则。

2援 现行规定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转让无形资产

所有权按收入全额缴纳营业税，从客观上限制了企业加大技

术引进、技术开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也限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

发展。

四、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应纳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改进思路

按照转让外购不动产的思路，转让外购无形资产的计税

依据也应改为“以取得的全部收入减去购置原价后的余额为

营业额”较为合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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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统一调整为“存货成本差异”科目，用来核算各种企业存货

成本差异，主要包括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委托代销商

品、库存商品等的差异，在“存货成本差异”科目下设置“材料

差异”、“商品差异”、“进销差价”等明细科目。

1援 科目设置。

（1）“存货成本差异———材料差异”科目反映企业已经入

库各种材料的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其核算内容和方

法与“材料成本差异”科目相同。

（2）“存货成本差异———商品差异”科目反映企业已经入

库商品的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其核算内容和方法与

“产品成本差异”科目相同。

（3）“存货成本差异———进销差价”科目反映企业已经入

库商品的进价与售价的差异，其核算内容和方法与“商品进销

差价”科目相同。

2援 账务处理。

例1：C企业购入材料一批，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款为

300 000元，增值税税额为51 000元，发票账单已收到，计划成

本为320 000元。材料已验收入库，全部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

C企业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材料采购300 000，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1 000；贷：银行存款

351 000。借：原材料320 000；贷：材料采购320 000。借：材料采

购20 000；贷：存货成本差异———材料差异20 000。

例2：C企业月初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为100 000元，成本

差异为超支3 074元。本月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为320 000元，

成本差异为节约20 000元。本月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为50 000

元，其中基本生产车间领用40 000元，企业行政管理部门领用

10 000元。

材料成本差异率=（3 074原20 000）衣（100 000+320 000）伊

100%=-4.03%

结转发出材料的成本差异，会计分录为：借：存货成本差

异———材料差异2 015；贷：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1 612，

管理费用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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