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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生被动听，应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笔者的做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每次教师讲课前抽取

一个小组的报表分析作业进行展示和讨论。二是根据每

次课程内容设计案例分析练习题，且练习题要与教学总

目标和各章节分目标相关，侧重评价不同会计政策和会

计估计对企业的影响，如第二章营业收入与速动资产，案

例练习题要求学生分析不同收入确认方式对企业利润和

现金流量的影响、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变更对企业利润

的影响。要求所有学生当堂完成并提交练习题。实践证

明，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的学习效率和效果。

六、案例教学的思考

MBA教学特别强调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在如何选择

教学案例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是直接采用国外

案例并不合适，迫切需要优秀的中国本土化案例。在我国

各高校商学院建设的案例库中，原创性本土案例比重偏

低，而且切合教学实际的案例很少（王冬梅，2012），存在

着案例采编质量不高、素材来源渠道有限、使用率不高

（王淑娟、胡芬，2008）等问题。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直接

采用案例库中的案例，有的根据需要对案例库中的案例

修改加工后使用，还有的采用自编案例。

针对MBA学生的专业背景非商科特点，笔者认为，

在MBA会计学教学中不适合运用过多的案例，适宜采用

课堂讲授为主、案例教学为辅的方法。根据课堂讲授的知

识框架，设计相应的案例教学环节，具体包括：①分小组，

选用不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对比分析；②针对每次

课程中的知识点，选用难度适宜的中小案例，侧重评价不

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③对课

程进行总结性学习时，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程度可以选用

有一定难度的综合性案例进行分析。

【注】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财务会计学优秀课程建

设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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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2年 1月 1日上海启动“营改增”试点开始，到

2013年 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有序扩大试点范

围，可以看出，“营改增”全面推开势在必行。然而，相关的

税务会计教材却迟迟没有更新。虽然有部分教材加入了

“营改增”的内容，但只是指明了“营改增”的范畴，并没有

涉及“营改增”引起的税务环境变化对经济业务税务处理

要求的变化。这无疑给税务会计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在“营改增”的过渡阶段，如何调整税务会计的教学内容、

怎样把握教学的重点呢？

一、教学内容应与学生就业的实际税务环境相结合

“营改增”对税务会计教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值税

会计、营业税会计的教学上。在“营改增”前，增值税与营

业税是并列的两大流转税，而且它们之间是平行不交叉

的关系，即增值税的应税劳务一般是营业税的非应税劳

务，二者的关系比较好理解。而随着“营改增”税制改革进

程的推进，营业税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若仍按原来的模

式教学显然是不恰当的。但若完全忽略营业税内容，又会

导致学生无法适应“营改增”过渡阶段的税务环境。

唐 贞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在国家不断推动税制改革的背景下，税务会计作为一门与税法密切相关的学科，其教材的更新速度远

远滞后于税制改革推进速度。税务会计学科的专业教师必然不能再以过去的模式进行教学，必须结合税制改革进度

以及未来税务环境对教学内容、重点、教学方法作出适当的调整。

【关键词】营改增 税务会计教学

“营改增”过渡的税务会计教学衔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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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营业税会计在税务会计教学中的比重可逐

步降低，随着“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全面实施，应把增值税

会计作为讲授重点，并适当扩展教材中的实例范围，补充

原营业税应税劳务“营改增”后的税务会计学习。

二、税务会计教学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营改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师要以未来税务环

境的变化来确定“营改增”的教学重点。“营改增”的推进

对未来税务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于营业税纳税人，“营改增”会使其逐步地从

营业税纳税人变为增值税纳税人。纳税人经营业务可大

致分为两种情况：①经营业务单一，可直接由缴纳营业税

转变为缴纳增值税；②业务相对复杂，这有可能在“营改

增”进程中出现部分业务需缴纳营业税，部分业务需缴纳

增值税，这样就会产生混合销售行为以及兼营增值税应

税劳务行为。业务单一的营业税纳税人，在“营改增”过程

中面临的税收环境简单，“营改增”前适用营业税的税务

处理程序，“营改增”后适用增值税的税务处理程序，税务

会计处理也不复杂。而业务范围广的营业税纳税人在“营

改增”过程中则会面临较为复杂的税收环境。

第二，对于增值税纳税人，“营改增”会改变原来的混

合销售、兼营非应税劳务行为的性质，使其成为兼营不同

税率货物及应税劳务的纳税人。

通过对未来税务环境的分析，“营改增”教学的重点

应放在增值税营业税的混合销售、兼营非应税劳务以及

增值税的兼营不同税率货物及应税劳务三个知识点上。

以销售货物并兼营运输、安装劳务的增值税纳税人

为例，有如下三项业务：①企业销售货物（原材料）收取不

含税货款 3万元，同时提供运输劳务，为此向购货方收取

了5 550元的运输费用。②企业销售产品（机器设备）收取

了不含税货款20万元，同时负责运输及安装，为此向购货

方收取了 2万元的不含税运费以及 6 000元的安装费用。

③企业向客户甲销售产品（机器设备）收取了不含税收入

20万元；向客户乙提供了设备安装劳务，收取了 2万元的

安装劳务费用；向客户丙提供了运输劳务，收取了 3万元

的不含税运输劳务费用。

上述三笔业务需根据企业是否分别设账、核算处理，

以企业分别设账、核算为例，其税务会计处理如下：

业务①：借：银行存款 35 650；贷：其他业务收入——

原材料30 000、——运输5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5 650［30 000×17%+5 550÷（1+11%）×11%］。

业务②：借：银行存款262 200；贷：主营业务收入205 128.21，
其他业务收入——运输2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37 071.79［200 000×17%+6 000÷（1+17%）+
20 000×11%］。业务③：借：银行存款 234 000；贷：主营业

务收入200 000，其他业务收入——安装20 000、——运输

3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7 300
（200 000×17%+30 000×11%）。借：其他业务成本 1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1 000（20 000×5%）。

上述三项经济业务可全面反映增值税纳税人在“营

改增”过程中会遇到的所有情况。不管环境发生什么变

化，都能在这三项业务中找到应对的思路。

三、引入情境教学，教学要以启发引导为主

“营改增”使未来税务环境变得相对复杂，为了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可根据未来可能会面临的税

务环境，模拟不同情境。可让学生担任模拟情境中的财会

人员，引导其自主对相关经济业务作出判断、进行适当的

税务处理，以增加学员的学习兴趣，让学员主动地去接

受、理解、运用知识，完成知识内化，实现知识升华。

就“营改增”对增值税会计教学的影响而言，可以选

择某家企业作为业务背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扮演

不同角色，身临其境地进行经济业务的税务处理。仍以销

售货物并兼营运输、安装劳务的增值税纳税人为背景进

行情境模拟。假设甲企业发生了一笔经济业务：销售产品

（机器设备）给某一客户，并同时提供运输、安装劳务。情

境一：合同中明确注明销售产品收取不含税货款20万元；

运输费用 2万元；安装费用 6 000元。情境二：合同中只注

明了合同总价款26.34万元，没有明确注明各项目的具体

收费。要求学生作为甲企业的财会人员对上述不同情境

下的经济业务做出适当的税务处理。

上述实例，既糅合了增值税纳税人混合销售行为、兼

营不同税率货物与应税劳务两个知识点，又反映了纳税

人所处税务环境对税务会计核算的影响。通过实务处理，

引导学生比较甲企业不同情境下税务处理的差异，让学

生真实感受到税务环境对经济业务税务处理的不同要

求。而通过不同情境的模拟，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增值税法

相关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并让他们切实体会到会计核

算对企业节税的作用，从而提升学生作为一名财会人员

的责任感与自豪感，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四、小结

“营改增”虽然给未来的税务环境带来了不确定性，

为税务会计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相关知识点的有机整合、情境教学

的引入，不仅能够很好地实现“营改增”过程中税务会计

的教学衔接，而且能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

处理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专业素养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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