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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上旬

销售旧设备涉税账务处理的方法选择

潘华林

渊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江苏连云港 222042冤

本文所指的销售旧设备，是指现行增值税税制中规定的，

企业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

情形。其账务处理主要界定在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8

年 12月 31日之前购进或自制固定资产。

现行增值税税制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按

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按简

易办法依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依 3%的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销售

时均开具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文以一般

纳税人销售旧设备的具体案例来介绍实务中两种不同的账

务处理方法，并进行比较分析和选择。

一、案例

MN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2年 7月销售一台旧

设备收取价款 41.6万元存入银行。该设备系 2006年 6月购

入，当时入账价值 95万元，已提折旧 57万元，账面余额 38万

元，未计提减值准备。假设除增值税外，不考虑其他税费。

实务中有两种账务处理方法：

第一种账务处理方法：淤销售设备：借：固定资产清理

380 000，累计折旧 570 000；贷：固定资产 950 000。于取得设

备款：借：银行存款 416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408 000，应交

税费———未交增值税 8 000（416 000衣1.04伊4%伊50%）。盂结转

清理净损益：借：固定资产清理 28 000；贷：营业外收入———非

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28 000。榆上交增值税：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8 000；贷：银行存款 8 000。

第二种账务处理方法：淤销售设备：借：固定资产清理

380 000，累计折旧 570 000；贷：固定资产 950 000。于取得设

备款：借：银行存款 416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400 000，应交

税费———未交增值税 16 000（416 000衣1.04伊4%）。盂结转清理

净损益：借：固定资产清理 20 000；贷：营业外收入———非流动

资产处置利得 20 000。榆上交增值税：借：应交税费———未交

增值税 16 000；贷：银行存款 8 000，营业外收入———增值税减

免 8 000。

有关增值税明细科目的说明：淤“未交增值税”，核算一

般纳税人月末转入的应交未交增值税和多交的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按征收率计算的应纳税款也在本科目中反映。于“增值

税减免”，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对

直接减征的税收优惠没有列入政府补助进行确认、计量，为

了区别起见而设此明细科目。

二、对比分析以上两种处理方法

1援 对企业税前损益影响金额一致，均为 28 000元，但所

反映的会计信息不同。方法一对企业损益的影响金额笼统归

类为处置固定资产净损益；方法二对企业损益的影响金额分

为处置固定资产净损益和享受增值税减免政策获得的收益

两种。相对而言，方法二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完整。

2援 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一般纳税人）填制项目

来看，方法一所提供的会计数据与申报表项目无法直接对

应，方法二提供的会计数据能够与申报表项目直接对应。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填报说明中规定，申报表第 21项“简易征收

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简易办法

计算并应缴纳的增值税额。为了避免产生操作失误，在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附表（一）第二项“简易征收办法征收增值税

货物的销售额和应纳税额明细”中，专门给出按 4%征收率征

税的“销售额”和“应纳税额”栏，说明在计算应纳税额时不能

先减按 50%计算，对应在本案例中就是 16 000元。纳税申报

表第 23项“应纳税额减征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税法

规定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即案例中的 8 000元。根据以上

分析，方法二提供的会计数据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项目之

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更加科学、合理。

3援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应

当属于应税收入，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需要单独分类反

映。基于这一点，方法二要比方法一更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的

要求。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的财政补助、补贴、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

包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和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

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口退税款。企业取

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方可作为不征税收

入：一是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二是

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

的。显然，按照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减征的 50%属于直接减免

的财政性资金，且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应当作为应纳税收

入。按照方法一的账务处理，无法显示直接减免的增值税数

据，在填制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时需要进行纳税调整。而方法

二能够反映直接减免增值税的会计信息，不需要进行纳税调

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填列企业所得税申报表附表（一）

时，应将直接减免的增值税记入“营业外收入”第26行中的

“其他收入”栏，不能记入第 24行的“政府补助收入”栏。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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