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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 12个月的机器、机械、
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

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是指提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转

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这里的非增

值税应税劳务，是指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交通运输

业、邮政业、电信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以外的劳务。

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

改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不动产在建工程，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

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购进

货物，不包括既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不含免征增值税项

目）也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

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

概括起来，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主

要有：①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②用于免征增值税项
目；③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项目；④发生非正常损
失的固定资产。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

产项目举例说明

1.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中的不动产在建工程。依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9］113号），不动产主要包括建筑物、
构筑物、其他土地附着物以及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为载

体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是指：给

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通讯、煤气、消防、中央空

调、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设备和配套设施。也就是说，

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为载体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无

论在会计处理上是否单独记账与核算，均应作为建筑物

或者构筑物的组成部分，其进项税额不得在销项税额中

抵扣。

（1）不动产新建时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例 1：某公司新建一分厂，厂区绿化购入植被一批

113 000元（价款 100 000元、税款 13 000元），树木 50棵、
共计 11 300元（价款 10 000元、税款 1 300元），以上共计
支付124 300元。
解析：该公司购入的花草树木，表面上看是购入的物

品，应该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但是我们应从花草树

木的栽植方式上予以分析。若上述花草是栽在花盆里的，

能够移动，其进项税额是可以抵扣的，然而，该批草皮和

树木是种植在土地上的，实际上为其他土地附着物，隶属

于不动产范畴，系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无论会计制度

规定如何核算，符合“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

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中列举的项目，因而其

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会计分录：草木种植完毕时，借：固定资产（或消耗性

生物资产）124 300；贷：银行存款等124 300。
（2）不动产技术改造时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例2：某公司办公大楼进行改造，新安装一部电梯，该

电梯买价 409 500元，其中：价款 350 000元、税款 59 500
元。厂家免费提供安装，目前已投入使用。

解析：该部电梯虽然单独核算，但必须固定在楼房中

方可使用，属于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为载体的附属设备和

配套设施。因此，该部电梯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会计分录：借：固定资产409 500；贷：银行存款等409
500。
（3）不动产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日常维护时发生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

例 3：某公司办公大楼卫生间更换 2个洗手盆，花费

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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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或者自制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以按规定抵扣，但个别情形不得抵扣。一

些单位因对增值税政策掌握不够准确，对于一些税法上明确规定不能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进行了抵扣，从而给

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税务风险。本文结合实例加以分析，以帮助企业正确理解税收法规，规避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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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元（价款300元、税款51元）；管理人员办公室更换5个
日光灯，花费70.20元（价款60元、税款10.20元）；更换6部
电话，花费 561.60元（价款 480元、税款 81.60元）。以上物
品合计款项为982.80元。
解析：会计人员一般认为，购入的上述物品为企业低

值易耗品，属于成本性项目支出，产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理应抵扣。然而，依据财税［2009］113号文件：洗手盆属于
卫生设施、日光灯属于照明设施、电话则属于通信设施的

一部分。虽然该公司购入以上物品可以作为单价较低的

低值易耗品核算，可直接进行一次性摊销计入生产成本，

也可计入生产成本中管理用房屋日常维修费中，但上述

物品均属于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组成部分，无论会计上

如何核算，均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会计分录：购入时，借：低值易耗品982.80；贷：银行存
款等 982.80。领用时，借：生产成本——低值易耗品摊销
982.80；贷：低值易耗品982.80。

2. 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指企业购进或自制的固定
资产用于免征增值税的项目。如化肥生产企业购入的化

肥生产线的进项税额、供电企业购入的用于农村低压电

网维护费项目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以及农机公司购入用

于生产农膜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等税法上列举的其他购

进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一律不得

抵扣。

例 4：某供电公司购入两台变压器，购买价为 65 000
元，其中：价款 55 555.56元、税款9 444.44元，用于农村低
压电网技改项目。

解析：因为该变压器是用于农村低压电网维护费项

目，属于税法列举的免征增值税项目，因此，其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

会计分录：借：固定资产 65 000；贷：银行存款等
65 000。

3. 用于集体福利项目。指企业购进或自制的固定资
产用于职工食堂、职工浴室、医务所、托儿所、疗养院、集

体宿舍等集体福利部门以及其他职工福利项目。

例 5：某公司购入一辆大客车，价值 585 000元（其中
含税款85 000元），用于接送职工上下班。
解析：该公司购入的客车如果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其

购进时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是由于其用于接送

职工上下班，属于集体福利用途，因此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会计分录：借：固定资产 585 000；贷：银行存款等
585 000。

4. 用于个人消费。指企业购进的电视机、电冰箱、洗
衣机、开水炉、热水器等用于个人消费的福利用品或生活

用品，不论用在何种场合，一律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额。也就是说，上述物品无论是用在生产一线或抢修值班

室还是职工食堂、托儿所或疗养院等集体福利部门，均不

得抵扣其增值税进项税额。上述个人消费，包括纳税人的

交际应酬消费，如礼品等。

5. 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固定资产。指因管理不善造成
固定资产被盗、丢失、霉烂变质所发生的损失，不含自然

灾害导致的损失。

例 6：某公司 2010年 12月购买一辆皮卡车，用于生
产抢修，由于管理不善于 2013年 12月被盗。该车辆原价
118 000元，已抵扣进项税额 17 145.30元，已提折旧
84 075元。
解析：一般企业在计算资产损失时往往会忽略已抵

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但是按规定，一般纳税人将购进已

抵扣固定资产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

消费的以及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应在当月计算不得抵扣

的进项税额并及时进行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依据《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8］170号）第五条，纳税人已抵扣进项税额
的固定资产发生条例第十条所列情形的，应在当月按下

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固定资产净值×适用税率。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

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

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

税劳务；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非正

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

务。

本例中车辆因管理不善被盗，属于非正常损失的固

定资产，属于条例中第二种情形，因而应计算不得抵扣进

项税额并进行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皮卡车不得抵扣进项税额=（118 000-84 075）×17%=
5 767.25（元）
会计分录：借：固定资产清理 39 692.25，累计折旧

84 075；贷：固定资产 118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转出）5 767.25。

另外，提醒一般纳税人注意，《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

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但

是，财税［2013］37号文附件 2《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中明确，从

2013年8月1日起，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
税的摩托车、小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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