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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改增”对无形资产核算内容的影响

“营改增”对无形资产的核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形资

产作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

性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

地使用权、经营特许权、商誉等。这些无形资产中属于“营改

增”范围的就有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和商

誉。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1］111号）中，“研发和技术服务”项目下的“技术转让服
务”包括转让专利或者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及其

相关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项目下的“研发服务”是指就新

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试验开

发的业务活动，企业自行研发无形资产即属于该范围。“文化

创意服务”项目下的“商标著作权转让服务”是指转让商标、商

誉和著作权的业务活动。

“营改增”后，企业增减这些无形资产（即转让所有权）或

者转让其使用权时都要按增值税应税服务计算增值税。但财

税［2011］111号文附件 3又规定，在试点期间试点纳税人提
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

增值税。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

价款与技术转让（或开发）的价款应当开在同一张发票上，否

则该部分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的价款不能免征增值税。

从上面分析可知，属于“营改增”范围的专利技术和非专

利技术的转让及其相关服务在试点期间免征增值税；商标权、

著作权和商誉的转让按 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下面假定业务
双方都是试点省市一般纳税人，分析“营改增”对无形资产增

加、减少及让渡使用权等方面的影响及核算。

二、“营改增”后无形资产增加的核算

1. 外部取得无形资产的核算。外部取得的无形资产若属
于增值税应税服务项目，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只要取得符合抵

扣条件的发票，都可以进行抵扣，否则购进时支付的增值税额

计入无形资产成本。下面以外部购入和投资者投入为例分析

“营改增”条件下外部取得无形资产的核算。

（1）外部购入的无形资产。外购无形资产时，应按购入过
程中所发生的全部支出，扣除符合条件的进项税额后，借记

“无形资产”、“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例 1：2013年 1月 4日，北京京华酿酒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下面简称京华公司）与天津制酒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标购

买合同，购入一项酒类商标，增值税发票上注明价款 225 000
元，税款 13 500元，总价款 238 000元用转账支票付讫。该笔
业务的账务处理为：借：无形资产———商标权 225 00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 500；贷：银行存款———工行

238 500。
（2）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按投

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实际成本入账，借记“无形资

产”科目，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等科目。投资合同或协议

约定价值不公允的，以公允价值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投资方

能够提供增值税抵扣的证明，应进行抵扣。

例 2：承上例，假定 2013年 1月 4日，天津制酒有限责任
公司以一项酒类商标向京华公司投资。天津制酒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上注明价款 2 000 000元，税款 120 000
元。总价款 2 120 0000元中的 2 100 0000元为双方确认的注
册资本金部分，20 0000元为股本溢价部分。该笔业务的账务
处理为：借：无形资产———商标权 2 000 0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20 000；贷：股本———天津制酒有限责

任公司 2 100 0000，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0 0000。
2. 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的核算。企业自行研发无形资产

时，将该项支出分为研究支出和开发支出。研究阶段的支出全

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管理费用）；开发阶段的支出符合资

本化条件的资本化，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也计入当期损益（先

在“研发支出”科目归集，期末结转到“管理费用”科目）。这里

将涉及企业研发无形资产领用生产用原材料和自产的产成品

时增值税的核算问题。由于目前对该问题尚无统一的规范，本

“营改增”后的无形资产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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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税［2011］111号文的实施，对许多相关业务的会计核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无形资产增加、减
少及让渡使用权等方面分析了“营改增”对其会计核算的影响，试图为会计实务操作提供一种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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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解决思路如下：

我们知道企业自建动产固定资产时，若领用生产用原材

料，其购入时已经计入进项税额的增值税不必作进项税额转

出；若领用自产的产成品，也不需按视同销售处理，只需按成

本结转库存商品即可。这是因为该原材料和产成品都未出企

业，动产固定资产又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增值税链条并未中

断。同理，企业自行研发无形资产时，也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

若在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领用生产用原材料和自产的产成

品，可以比照自建动产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对增值税进行核

算。即便该研发最终未成功，领用的原材料和产成品也可以比

照自建动产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对增值税进行核算，因为研

发未成功的“研发支出”最终都转入“管理费用”科目，而企业

外购办公用品等记入“管理费用”科目的业务若符合抵扣条

件，也可以进行抵扣，属于增值税链条范围。

（1）领用生产用原材料的核算。
例 3：2013年 2月 17日，京华公司将生产用原材料一批

移交科研处进行某项无形资产的研究，价值 160 000元，购进
该批原材料时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27 200元。假定该项
无形资产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该批原材料购入时已经计入

进项税额的增值税不必作进项税额转出，领用时该原材料成

本先记入“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期末转入“管理费

用”科目。研究阶段领用原材料的账务处理如下：借：研发支

出———费用化支出 160 000；贷：原材料 160 000。若是开发阶
段领用，则借方记入“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科目。若开发

成功，该部分研发支出将由“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科目

的贷方转入“无形资产”科目；若开发不成功，该部分研发支出

将转入“管理费用”科目。

（2）领用自产产成品的核算。
例 4：2013年 2月 23日，京华公司领用本公司的产成品

10吨移交科研处进行上述无形资产的研究，其成本为每吨
12 000元，市场售价为每吨 50 000元。该笔业务的账务处理
如下：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120 000；贷：库存商品
120 000。期末将该费用化支出转入“管理费用”科目。若是开
发阶段领用，则借方记入“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科目。若

开发成功，该部分研发支出将由“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科目的贷方转入“无形资产”科目；若开发不成功，该部分研发

支出将转入“管理费用”科目。

三、“营改增”后无形资产减少的核算

与无形资产增加业务类似，无形资产减少的途径也有很

多，主要有出售、投资投出、对外捐赠、债务重组转出、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转出等途径。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所有权的转

让及其相关服务免征增值税，但商标权、著作权和商誉的所有

权转让要按 6%的税率计算销项税额。下面以出售和投资投出
为例分析“营改增”对无形资产减少的影响及核算。

1. 无形资产出售。
例 5：2013年 1月 4日，天津制酒有限责任公司与京华公

司签订商标销售合同，将一项酒类商标售出，开出的增值税发

票上注明价款 225 000 元，税款 13 500元，款项已经存入银
行。该商标的账面余额为 250 000元，累计摊销额为 80 000
元。假定不考虑与该销售相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

天津制酒有限责任公司对该笔业务的账务处理为：借：银行存

款———工行 238 500，累计摊销 80 000；贷：无形资产———商

标权 25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 500，
营业外收入———转让无形资产净收益 55 000。

2. 以投资者身份投出无形资产。投资者投出无形资产
时，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投资的实际成本，投资

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以公允价值作为投资成本。投

资者按视同销售进行账务处理。

例 6：假定 2013年 1月 4日，天津制酒有限责任公司以
一项酒类商标向京华公司投资。天津制酒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的增值税发票上注明价款 2 000 000元，税款 120 000元。该
商标的账面余额为 2 500 000 元，累计摊销额为 1 000 000
元。假定不考虑与该销售相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

该笔业务的账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2 120 000，
累计摊销 1 000 000；贷：无形资产———商标权 2 500 000，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20 000，营业外收入———转

让无形资产净收益 500 000。
四、“营改增”后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的核算

企业在持有无形资产期间，可以让渡该无形资产的使用

权，其出租收入属于收入要素中的“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专

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使用权的让渡及其相关服务免征增值

税，商标权和著作权的使用权让渡按 6%的税率计算销项税
额。下面以出租商标权为例分析“营改增”对让渡无形资产使

用权的影响及核算。

例 7：京华公司将某商标权使用权出租给北京顺义酒业
公司，合同规定出租期限为三年，每月租金收入 20 000元，每
月月初收取当月租金。2013年 5月 4日收到当月的租金及增
值税合计 21 200元，已办理进账手续。该商标权每月的摊销
额为 10 000元。该笔业务的账务处理为：淤2013年 5月 4日
取得（或确认）租金收入时，借：银行存款 21 200；贷：其他业务
收入 2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200。
于2013年 5月 31日进行摊销时，借：其他业务成本 10 000；
贷：累计摊销 10 000。
【注】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软科学项目野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跟踪及推广研究 冶 渊项目编号 院
2011GXS5K080冤及院级课题野增值税耶扩围爷改革对我国经济
影响研究冶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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