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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栏转群。
（1）产房仔猪本月 1 000头转栏为保育仔猪，根据转群产

房仔猪占全部产房仔猪的比例结转相应的成本（材料费、人工

费、折旧费及共同费用）。

借：消耗性生物资产———保育仔猪———材料费 25 000
———人工费 5 000
———折旧费 5 000
———共同费用 1 000

贷：消耗性生物资产———产房仔猪———材料费 25 000
———人工费 5 000
———折旧费 5 000
———共同费用 1 000

（2）保育仔猪本月 1 200头转栏为育肥猪，根据转群保育
仔猪占全部保育仔猪的比例结转相应的成本。

借：消耗性生物资产———育肥猪———材料费 120 000
———人工费 12 000
———折旧费 6 000
———共同费用 1 200

贷：消耗性生物资产———保育仔猪———材料费 120 000
———人工费 12 000
———折旧费 6 000
———共同费用 1 200

6. 出栏销售。3月该养殖场出栏销售 1 400头育肥猪（包
括淘汰猪），收到销售款 280万元，存入银行。

借：银行存款 2 80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 800 000

同时，按照出栏销售育肥猪（包括淘汰猪）占全部育肥猪

（包括淘汰猪）的比例结转出栏销售育肥猪的成本 180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 1 800 000
贷：消耗性生物资产———育肥猪———材料费 1 200 000

———人工费 300 000
———折旧费 250 000
———共同费用 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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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年 1月 1日开始试点行业由征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此，本文通过具体例子解释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后在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出口退税、应税服务中止或折让退还增值税额等四个方面的具体账务处理，并具体说明了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后纳税申报表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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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部分现代服务业具体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

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

证咨询服务。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税收政策改革，要求试点企业对其

会计核算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改变适用的税率、计税基础、计

税方式和税款的计算以及调整相应的涉税会计分录等。试点

企业必须遵循新的税制政策，调整企业的涉税账务处理，特别

是增值税进项税额，销项税额以及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处理。

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的纳税申报也发生了变化，企

业必须根据试点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公告的具体要求进

行申报纳税。

本文以交通运输企业为例，通过四个方面进行例解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的具体会计处理，并具体说明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列。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一）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例 1：A公司是北京的一家交通运输企业，以前缴纳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属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1%。2012年 10月 A公司签订了一项商品运输合同，合同金
额 2 220 000（含税）元，当月全部收回，发生的联运支出 66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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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元。当月发生车辆维修费用 300 000 元，购入运输车
辆 500 000元，这两项支出均为不含税金额，且已按规定取得
了抵扣凭证。

对于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购买固定资产，发生修理

修配费用依法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应反映在“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下。发生的联运支出，按

规定符合差额征税，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应在“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科目反映，

按实际支付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差额计入主营业务

成本。

具体会计处理如下：A 公司 2012 年 10 月销售额=
2 220 000衣（1垣11%）=2 000 000（元）

销项税额=2 000 000伊11%=220 000（元）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300 000伊17% +500 000伊17% +

600 000伊11%=202 000（元）
A公司 2012年 10月应纳增值税额=220 000-202 000=

18 000（元）
淤取得运输收入时：借：银行存款 2 220 000；贷：主营业

务收入 2 0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20 000。
于支付维修费和固定资产购买：借：管理费用 300 000，固

定资产 5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6 000；
贷：银行存款 936 000。

盂支付联运费用：借：主营业务成本 600 00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66 000；贷：银行
存款 666 000。

根据财税［2011］111 号文件第二十四条规定，交通运输
企业一般纳税人以下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淤用于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
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接受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于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
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业服务。盂非正常损失的
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

理修配劳务或者交通运输业服务。榆接受的旅客运输服务。
虞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但作为提供交通
运输业服务的运输工具和租赁服务标的物的除外。

例 2：A公司是北京的一家交通运输企业，以前缴纳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后属于一般纳税人。该企业 2012年 10月购入
一辆运输车辆，车辆不含税价格为 600 000元，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 102 000元，企业对该发票进行
了认证抵扣。2012年 12月该车辆被盗。该车辆的折旧年限为
5年，无残值，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对于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和交通运输业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已经

抵扣进项税额的，应当把该进项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除；

无法确定该进项税额的，按照当期实际成本计算进项税额转

出额。A企业该被盗车辆 12 月的实际成本即为固定资产净
值。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该车辆月折旧额=600 000衣5衣12=10 000（元）
淤2012年 10月：借：固定资产 600 0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02 000；贷：银行存款 702 000。
于2012年 11月：借：管理费用 10 000；贷：累计折旧 10 000。
盂2012年 12月：该运输企业需将原已抵扣的进项税额

按照实际成本进行扣减，扣减的进项税额为 100 300 元
［（600 000-10 000）伊17%］。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固定资产资产损溢

690 300，累计折旧 10 000；贷：固定资产 600 0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00 300。
（二）销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按照销售额和增值

税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额，其计算公式为：销项税额=销售额伊
税率。

例 3：A公司是北京的一家交通运输企业，以前缴纳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后属于一般纳税人。其业务兼营货物运输和提

供车辆修理修配服务。该企业 2012年 10月提供货物运输服
务，取得收入 4 440 000元（含税），提供车辆修理修配服务取
得收入 3 000 000元（不含税）。两项业务能够分别核算。

A公司既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又提供车辆修理修配服务，
且都是 A公司的主业，A公司属于兼营行为。据《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2008年修订版）》的有关规定，纳税人兼营应
税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业额

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分别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

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此兼营行为统一缴纳增值税，提供

修理修配服务的增值税税率是 17%，提供运输服务的增值税
税率为 11%。如果未能分别核算销售额的，则从高适用税率。

具体会计处理：A公司 2012年 10月提供运输服务的销
售额=4 440 000衣（1垣11%）=4 000 000（元），提供车辆修理
修配服务销售额为 3 000 000元，销项税额=4 000 000伊11%+
3 000 000伊17%=950 000（元）。

借：银行存款 7 950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7 000 000，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950 000。

例 4：A公司是北京的一家交通运输企业，以前缴纳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后属于一般纳税人。该企业 2012年 10月取得
商品运输收入 6 660 000元（含税），在提供运输服务的同时销
售商品包装物 300 000元。且该运输企业能够分别核算销售
额。

A公司的主业是提供运输服务，在提供运输服务的同时
也提供货物包装物的销售，此项业务属于混合销售行为。根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年修订版）》的有关规定：混
合销售的纳税原则是按“经营主业”划分（经营主业的认定为

年营业额或货物销售额超过 50%），只征收一种税，经营主业
如纳营业税则混合销售纳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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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此混合销售行为统一缴纳增值税，

销售包装物的增值税税率是 17%，提供运输服务的增值税税
率为 11%，如果未能分别核算销售额的，则从高适用税率。

具体会计处理：A 公司 2012 年 10 月提供运输服务的
销售额=6 660 000衣（1垣11%）=6 000 000（元），提供包装物的
销售额为 300 000元，销项税额=6 000 000伊11%+300 000伊
17%=711 000（元）。

借：银行存款 7 011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6 000 000，其
他业务收入 3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11 000。
（三）出口退税业务的会计处理

例 5：A公司是北京的一家交通运输企业，以前缴纳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后属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1%。该公司既提供国内货物运输，也提供国际货物的运输服
务，该企业 2012年 10月的有关经营业务为：取得国内货物运
输服务收入 5 550 000元，发生联运支出 1 110 000元。取得国
际货物运输服务收入 4 440 000元。享受的退税率为 11%。上
月末留抵税额 30 000元。
对于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适用

于零税率的应税服务的具体范围，零税率应税服务的退税率

为其在境内提供对应服务的增值税税率，交通运输业为 11%。
具体会计处理：

淤取得内销收入时：借：银行存款 5 550 000；贷：主营
业务收入 5 0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50 000。
于支付联运费用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1 000 00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110 000，贷：银
行存款 1 110 000。
盂取得国际运输收入时：借：银行存款 4 440 000；贷：主

营业务收入 4 0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40 000。
榆计算企业当期免抵退税额：A公司 2012年 10月应纳

税额=（5 550 000-1 110 000）衣（1垣11%）伊11%-4 440 000伊11%
-30 000=-78 400（元），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78 400 元，当期免抵退税额=
4 440 000伊11%=488 400（元）。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臆当期免抵
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越当期期末留抵税额=78 400（元），
当期免抵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原当期应退税额=488 400-
78 400=410 000（元）。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退税款（增值税出口退税）

78 4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应纳税额）

410 00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488 400。
（四）应税服务中止或折让退还增值税额的会计处理

例 6：A公司是北京的一家交通运输企业，是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该企业 2012年 10月取得商品运输收入 888 000元
（含税），已收到款项。但由于提供服务质量不符合要求（合理

原因），购买服务方要求价款折让 20%，A公司同意退还价款。
A公司提供的应税服务，因发生服务折让而退还给购买方的
增值税额，应当从当期的销项税额中扣减。由于计算征收增值

税的销售额减少，所以可以扣减销项税额，减少纳税义务。

具体会计处理：A公司应退还的销售额=888 000伊20%衣
（1垣11%）=160 000（元），应退还的销项税额=160 000伊11%=
17 600（元）。
借：主营业务收入 16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17 600；贷：银行存款 177 600。
三、纳税申报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资料有纳税申报表及其附

列资料和纳税申报其他资料两类。一般纳税人提供营业税改

增值税的应税服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差额征收营业税的，

需填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三）》（应税服务扣除项

目明细）。

下面以例 1为例，具体说明增值税的纳税申报表的填列。
假设 A公司 2012年 10月仅发生此一笔经济业务。

1.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主表：主表第 1行按适用税率征税
销售额“本月数”项目和第 3行应税劳务销售额“本月数”项目
分别填写 2 000 000元。第 11行“销项税额”填写 220 000元，
第 12行“进项税额”填写 202 000元。第 19 行“应纳税额”填
写 18 000元。第 24行“应纳税额合计”填写 18 000元。

2. 附表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附表一第 4行一般计税方
法征税 11%税率，开具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下“销售额”项目
填写 2 000 000元，“销项税额”项目填写 220 000元，“合计销
售额”填写 2 000 000 元，“合计销项税额”填写 220 000 元，
“价税合”填写 2 220 000元，“应税扣除项目本期实际金额”填
写 666 000元，“扣除后含税销售额”填写 1 554 000元，“扣
除后销项税额”填写 154 000元。

3. 附表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附表二第 1行认证相符
的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份数”项目填写 3 份，“税额”填写
202 000元，第 2行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认证抵扣“份数”项目
填写 3份，“税额”填写 202 000元。第 12行当期申报抵扣进
项税额合计“份数”项目填写 3份，“税额”填写 202 000元。

4. 附表三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明细：附表三第 2行 11%税
率的应税服务“价税合计额”项目填写 2 220 000元，应税服务
扣除项目“本期发生额”、“本期应扣除金额”、“本期实际扣除

金额”分别填写 666 000元。
5.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表：第 1行增值税专用发

票“当期申报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当期申报抵扣的固

定资产进项税额累计”分别填写 85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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