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营改增融资租赁税率(营改增 融资租赁)

习题 1·综合题（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进项抵扣
的相关规定、进口环节应纳增值税、消费税的计算等）

位于某县城的甲设备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12 月经营业务如下:

(1)销售一批设备，合同约定不含税价款3600万元，按合同约定本月底收取货款的6
0%，下个月底收取余下的40%，本月尚未收到货款；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设备
，取得价税合计金额2825 万元;以预收货款的方式销售设备，取得预收款 600
万元，设备尚未发出。

(2)将生产出的新型设备投资于乙公司，该设备无同类产品市场价，生产成本为105
0万元。

(3)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生产用零部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金额
2260万元。支付道路通行费，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注明税额5万元。支付桥、
闸通行费，取得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收费金额2万元。

(4)进口1辆小汽车供管理部门使用，小汽车关税完税价格36万元人民币，已取得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月末盘存时发现，由于管理不善上月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的零部件被盗，零部件
成本50万元(已抵扣进项税)，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作为损失处理。

(6)将一栋位于市区的办公楼对外出租，预收半年的租金，价税合计315
万元，该楼于2015 年购人，选择简易方法计征增值税。

(7)因管理不善，导致一栋厂房失火，全部毁损，当初购进时已抵扣进项税额 85
万元，该厂房的净值率为85%。

(其他相关资料:设备的成本利润率为10%;小汽车关税税率20%，消费税税率5%)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业务(1)当月的销项税额。

①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
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
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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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当天;
②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均为收到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
据的当天;

③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般为货物发出的
当天。

业务(1)当月的销项税额=3600×60%×13%+2825÷(1+13%)×13%=605.8万元

(2)计算业务(2)当月的销项税额。

将自产货物用于投资入股的，属于视同销售行为。

业务(2)当月的销项税额=1050×（1+10%）×13%=150.15

(3)计算业务(3)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业务(3)可抵扣的进项税额=2260÷(1+
13%)×13%+5+2÷(1+5%)×5%=265.1(万元)

购进货物、支付的道路通行费采用凭票抵扣，支付的桥、闸通行费实行计算抵扣。

(4) 分别计算业务(4)应缴纳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额和消费税额。

业务(4)应缴纳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额=36×（1+20%）÷(1-5%)×13%=5.91(万元)

业务(4)应缴纳的进口环节的消费税额=36×（1+20%）÷(1-5%)×5%=2.27(万元)

应缴纳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额和消费税额合计=5.91+2.27=8.18(万元)

(5) 计算业务(5)损失零部件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业务(5)损失零部件应转出的进项税额=50×13%=6.5(万元)

(6)计算业务(6)应预缴的增值税。

业务(6)应预缴的增值税=315÷(1+5%)×5%=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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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

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增值税。

(7)说明业务(7)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已扣进项税的不动产，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应当作进项税转出。

进项转出额=已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85×85%=72.25(万元)

(8)计算该企业当月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合计数。

当月的销项税额合计数=605.8+150.15=755.95(万元)

注意:出租办公楼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计算出来的税额直接是“应纳税额”，
而非“销项税额”。

(9)计算该企业当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合计数。

当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合计数=265.1+5.91-6.5-72.25=192.26(万元)

(10)计算该企业当月在本县城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当月在本县应纳的增
值税税额=755.95-192.26+315÷(1+5%)×5%-15=563.69(万元)

(11)计算该企业当月在本县城应缴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当月在本县应纳的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563.69×(5%+3%+2%)=56.37(万元)

(12)计算当月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当月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36×（1+20%）÷(1-5%)×10%=4.55(万元)

习题 2·综合题（增值税——与贷款直接相关的投资融资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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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费进项税扣除问题、银行保本和非保本理财收益的增值
税计征问题）

某县城的服装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年1月发生如下业务:

(1)销售服装一批，价税合计113万元，因购货方在一个月内付款，给予现金折扣，
实际收取105万元。

(2)将制作的一批服装赠送养老院，市场无同类产品售价，成本15 万元。

(3)销售出去的部分服装因质量问题本月发生退货，开具了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
价税合计金额11.3万元，所退货物已验收入库。

(4)购买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取得收益20万元。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取得不含税收益
60万元。

(5)购进一批建筑材料，用于新建生产车间，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
金额45.2万元。

(6)向银行支付了贷款利息，取得了银行以“融资服务费”名目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注明不含税价款8万元。同时基于该笔贷款还向银行支付了顾问费，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要注明不含税的价款0.3万元。此外支付给银行一笔账户管理费，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的价款0.8万元。

(7)购进两辆货车，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金额44万元，其中一
辆用于生产经营，另一辆既用于生产经营，同时也为职工食堂提供运输服务。

(8)转让位于市区的一处厂房，取得含税金额700万元，该厂房2010年购入，购置价
350万元，能够提供购房发票，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其他相关资料:服装的成本利润率为10%，上述购进业务均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业务(1)的销项税额。

业务(1)的销项税额=113÷(1+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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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业务(2)是否需要计算缴纳增值税，如需要，请计算销项税额，如不需要，
请说明理由。

业务(2)需要计算缴纳增值税，将自产的货物用于捐赠视同销售。

销项税额=15×（1+10%）×13%=2.15(万元)

(3)业务(3)应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发生销货退回的，在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当期，冲减当期销项税额。

应冲减的销项税额=11.3÷(1+13%)×13%=1.3(万元)

(4)判断业务(4)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并说明理由。如需要，请计算销项税额。

非保本理财产品收益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理由: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取得的非保本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
增值税。保本理财产品获得的收益，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销项税额=60×6%=3.6(万元)

(5)判断业务(5)中的进项税额是否准予抵扣，如果准予扣除，计算当期准予抵扣的
进项税额。

购进货物用于新建生产车间，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当期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45.2÷(1+13%)×13%=5.2(万元)

(6)判断业务(6)中的进项税额是否准予抵扣，如果准予扣除，计算当期准予抵扣的
进项税额并说明理由。

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付的利息以及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费
、手续费、咨询费等费用，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支付的账户管理费
属于银行直
接收费金融服务，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0.8×6%=0.05(万元)

(7)判断业务(7)中的进项税额是否准予抵扣，如果准予扣除，计算当期准予抵扣的
进项税额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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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进固定资产用于生产经营，进项税额准予抵扣;购进固定资产兼用于一般计税项目
、简易计税项目、集体福利的，可以全额抵扣进项税额。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44
÷(1+13%)×13%=5.06(万元)

(8)计算业务(8)应预缴的增值税额。

一般纳税人转让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
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应预缴的增值税额=(700-350)÷(1+5%)×5%=16.67(万元)

(9)计算业务(8)在本县城应申报的应纳税额。

务(8)在本县城应申报的应纳税额=（700-350）÷(1+5%)×5%=16.67(万元)

(10)计算当月在本县城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当月销项税额=13+2.15-1.3+3.6=17.45(万元)

当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52+0.05+5.06=10.31(万元)

当月在本县城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额=17.45-10.31+16.67-16.67=7.14(万元)。

习题 3·综合题（增值税——农产品进项税抵扣问题）

甲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无运输资质)2021年11
月发生下列经营业务:

(1)外购面粉（9%）
一批，取得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80
0000元;购进淀粉（13%）
一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120000元;向农户收购玉米，开具的
农产品收购凭证上注明价款200000元，当月并未领用。

(2)存货盘点时发现，上月购进的一批白糖短缺10%，该批白糖购进时取得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130000元，支付运费取得运输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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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注明金额8000元，均已抵扣进项税额。经查，5%因管理不善丢失，5%系储存过
程中发生的合理损耗。上月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入的农产品(已抵扣进项税)因保管
不善发生霉烂变质，账面成本价30000元(含运费1000元)。

(3)销售副食品给某商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价款1400000元，并以本
公司自备车辆送货上门，另开具普通发票收取运费共15650元。

(4)销售熟食制品（13%）
给某连锁超市，不含税价款400000元，同时收取包装物押金30000元并单独记账
核算。

(5)研制一种新型食品（13%）
，为了进行市场推广和宣传，无偿赠送100件给消费者品尝，该食品无同类产品市
场价，生产成本50元/件，成本利润率为10%。

(6)销售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品给某养殖户，取得含税收入25000元。

(7)从某设备制造公司购进检测设备一台，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不含税价款
400000元;另支付运费，取得运输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不含税运费30
000元。

(8)支付水电费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增值税额共计12800元。

(9)购进自用货运卡车一辆，支付不含税价180000元，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其他相关资料:甲公司取得的相关票据均从一般纳税人处取得)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单位:万元)
。

(1)计算业务(1)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面粉适用9%低税率，淀粉适用13%的税率。

“向农户收购玉米”因为题干明确说明当月没有领用，所以只能先按照9%的扣除
率计算进项税额;当以后领用于生产13%税率的货物，再抵扣1%。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800000×9%+120000×13%+200000×
9%)÷10000=10.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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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业务(2)进项税转出额。

购进的白糖在储存过程中发生的合理损耗，其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进的农产品已抵扣进项税的，进项税=买价×9%，成本=买价×
(1-9%)，当进项税转出时，需要先将成本还原成买价。

进项税转出额=(130000×13%+8000×9%)×
5%÷10000+[(30000-1000)÷(1-9%)×9%+1000×9%÷10000=0.38(万元)

(3)计算业务(3)的销项税额。

销售货物的同时提供运输服务，属于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

销项税额=[1400000+15650÷(1+13%)]÷10000×13%=18.38(万元)

(4)计算业务(4)的销项税额。

包装物的押金(除另有规定外)，单独记账，未超过1年或合同约定的期限，不并入销
售额计税。

销项税额=400000×13%÷10000=5.2(万元)

(5)计算业务(5)的销项税额。

将自产货物无偿赠送，视同销售计算增值税。

销项税额=50×(1+10%)×13%×100÷10000=0.07(万元)

(6)计算业务(6)的销项税额。

销售残次品属于销售货物行为，照章纳税。

销项税额=25000÷(1+13%)×13%÷10000=0.29(万元)

(7)计算业务(7)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400000×13%+30000×9%)÷10000=5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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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计算业务(9)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180000×13%÷10000=2.34(万元)

(9)计算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销项税额=18.38+5.2+0.07+0.29=23.94(万元)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10.56+5.47+2.34+12800÷10000-0.38=19.27(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23.94-19.27=4.67(万元)。

习题 4·综合题

某大型综合性超市A(一般纳税人)位于市区，2022年2月发生下列业务:

(1)零售化妆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取得含税销售收人 339 万元。

(2)B公司团购，因采购数量较大予以折扣，向B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
栏中分别注明了不含税价款200 万元、折扣额16 万元。

(3)零售金首饰，开具普通发票注明含税销售收入260万元;另采用以旧换新方式销售
金银首饰，旧首饰作价32 万元，实际收取48 万元。

(4)在境内开展连锁经营，取得含税商标权使用费30万元。

(5)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电脑15台，合同中约定，每台电脑不含税售价为12000元，
本月20日收取全部货款，电脑于下月发出。

(6)销售调制乳（13%）、鲜奶（9%）
分别取得含税销售收入54.5万元、43.6万元;销售蔬菜取得销售收入70万元。

(7)向农业生产者购进免税玉米一批用于销售，支付收购价60万元，取得农产品销售
发票，已验收入库。

(8)将上月从一般纳税人处购买的糖果发给职工作为福利，已知糖果入账成本10万元
，相关增值税已于购入当月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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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末盘存时发现，由于管理不善上月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的货物被盗，货物成本
12万元(含向一般纳税人支付的运费1.2万元)，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作为损失处理，
相关增值税已抵扣。

(10)支付本月物业用房的租金，收到物业公司(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的不含税租金80万元。

(其他相关资料:金银首饰消费税税率5%)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业务(1)的销项税额。

业务(1)的销项税额=339÷(1+13%)×13%=39(万元)

(2)计算业务(2)的销项税额。

业务(2)的销项税额=（200-16)×13%=23.92(万元)

属于商业折扣，折扣额与销售额在同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栏注明的，按折扣后
的销售额缴纳增值税。

(3)业务(3)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如果需要，计算税额。

业务(3)需要缴纳增值税、消费税

需要缴纳增值税、消费税。金银首饰的消费税改在零售环节缴纳。

需要缴纳增值税=260÷(1+13%)×13%+48÷(1+13%)×13%=35.43(万元)

需要缴纳消费税=260÷(1+13%)×5%+48÷(1+13%)×5%=13.63(万元)；

合计=13.63+35.43=49.06(万元)

(4)计算业务(4)的销项税额。

业务(4)的销项税额=30÷(1+6%)×6%=17(万元)

(5)业务(5)当月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如果需要，计算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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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缴纳。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般为货物发出
的当天，本题由于电脑当月尚未发出，所以无须缴纳增值税。

(6)业务(6)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如果需要，计算销项税额;如果不需要，请说明理由
。

业务(6)销售调制乳、鲜奶需要缴纳增值税，销售蔬菜免税。

销售调制乳、鲜奶应当缴纳增值税
；销售蔬菜不缴纳增值税。调制乳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鲜奶适用9%的增值税
税率。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

销项税额=54.5÷(1+13%)×13%+43.6÷(1+9%)×9%=9.87(万元)

(7)计算业务(7)购买农产品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玉米属于农产品，实行计算抵扣进项税。

业务(7)购买农产品可抵扣的进项税额=60×9%=5.4(万元)

(8)业务(8)的增值税应如何处理?如需计算，请计算税额。

业务(8)的增值税应将进项税作转出处理，转出金额=10×13%=1.3(万元)

购买的货物改变用途，用于集体福利，如已抵扣进项税额，应作进项税额转出。

(9)业务(9)的增值税应如何处理?如需计算，请计算税额。

业务(9)货物被盗应将增值税作转出处理

转出金额=（12-1.2）×13%+1.2×9%=1.51(万元)

购买的货物发生非正常损失，如已抵扣进项税额，应作进项税额转出。

(10)计算业务(10)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业务(10)可抵扣的进项税额=80×9%=7.2(万元)

(11)计算当月应纳的增值税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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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销项税额=39+23.92+35.43+1.7+9.87=109.92(万元)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5.4+7.2-1.3-151=9.79(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109.92-9.79=100.13(万元)。

习题 5·综合题（增值税——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不动产改
变用途、建筑业预缴增值税

某建筑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位于A市市区，2022 年3月发生如下业务:

(1)在机构所在地提供建筑服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4800万元
。另在B市C县城提供建筑服务，取得含税收入1692万元，其中支付分包商工程价
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含税金额654万元。

(2)在机构所在地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建筑服务，企业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1800万元。

(3)购买一批建筑材料，专用于一般计税项目，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
额2520万元。

(4)购买一台专业设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2009
万元。该设备专用于建筑工程老项目。

(5)购买一辆小汽车，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20万元，无法划清
是用于一般计税项目还是简易计税项目。

(6)购买办公用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15万元，无法划清是用于
一般计税项目还是简易计税项目。

(7)之前月份购入不动产用于职工宿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金额1500万元
、税额135 万元，进项税额未申报抵扣。本月该不动产改用于办公，净值
1200万元。

(其他相关资料:本月取得的相关票据均从一般纳税人处取得且符合税法规定)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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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业务(1)该企业在C县城提供的建筑服务应预缴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得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2%的预征率计算应预缴税款。

应预缴税款=(1692-654)÷(1+9%)×2%=19.05(万元)

(2)该企业在C县城的建筑服务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有何特殊要求?

提供建筑服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
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

(3)计算业务(2)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业务(2)应缴纳的增值税额=1800×3%=54(万元)

(4)业务(4)购买的设备能否抵扣进项税额，请说明理由。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理由:购进的固定资产专用于简易计税项目，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

(5)业务(5)购买的小汽车能否抵扣进项税额，请说明理由。

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理由:购进的固定资产既用于一般计税项目又用于
简易计税项
目的，其进项税额可以全额抵扣。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20×13%=2.6(万元)

(6)业务(6)购买的办公用品能否抵扣进项税额，请说明理由。

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部分进项税额。理由: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购进商品
兼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
销售额+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15×13%-15×13%×1800÷[4800+1692÷(1+9%)+1800]
=1.52(万元)

(7)业务(7)应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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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不动产改变用途，用于可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应在改变用途
的次月抵扣进项税额。本月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8)计算该企业当月在A市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销项税额=4800×9%+1692÷(1+9%)×9%=571.71(万元)

进项税额=654÷(1+9%)×9%+2520×13%+26+152=385.72(万元)

当月在A市应纳增值税额=571.71-385.72-19.05+54=220.94(万元)

(9)计算该企业当月在A市申报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

(9)当
月在A市应
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220.94×(7%+3%+2%)=26.51(万元)。

习题 6·综合题（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
建筑服务采用一般计税和简易计税方式下的预征增值税的
计算、一般纳税人提供境外建筑服务的纳税规定）

位于甲省某市区的一家建筑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年11月发生如下业务:

(1)在乙省某市区建造写字楼，按照工程进度及合同约定，本月取得含税收人12000
万元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该建筑企业将部分业务进行了分包，本月支付
含税分包款5800万元，取得分包商(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

(2)在乙省的桥梁建造业务为甲供工程，该建筑企业对此项目选择了简易计税方法计
税。本月收到含税收入15000万元并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该建筑企业将部分业
务进行了分包，本月支付含税分包款7500万元，取得分包商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

(3)提供两项装饰服务，一项在本市，实现不含税销售额130万元;一项在丙省丁市，
实现不含税销售额260万元。上述款项均已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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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境外承包一项桥梁建造工程，取得工程价款17000万元;在本市承包一项道路修建
工程，取得含税工程价款4360万元，另外获得提前竣工奖20万元。

(5)该建筑企业上月购进的一批建筑材料被盗，经盘点确认该批建筑材料的实际成本
为50万元(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且已抵扣进项税额)。

(6)进口一台机器设备，国外买价折合人民币280万元，运抵我国入关地点起卸前支
付的运费折合人民币14.6万元、保险费折合人民币13.4万元，已取得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入关后运抵企业所在地，取得运输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注明
价税合计金额5.23万元。该进口设备既用于一般计税项目也用于简易计税项目，该
企业未分开核算。

(7)向银行支付了贷款利息8000万元，取得了银行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其他相关资
料:进口机器设备关税税率为12%)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业务(1)该企业在乙省应预缴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

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1+9%)×2%

业务(1)该企业在
乙省应预缴的增值税=（12000-5800）÷(1+9%)×2%=113.76(万元)。

(2)计算业务(2)该企业在乙省应预缴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

业务(2)该企业在乙省
应预缴的增值税=（15000-7500）÷(1+3%)×3%=218.45(万元)。

(3)计算业务(3)该企业在丙省丁市应预缴的增值税。

业务(3)该企业在丙省丁市应预缴的增值税=260×2%=5.2(万元)。

(4)计算业务(4)应确认的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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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承包的桥梁建造工程，属于境内单位提供的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建筑服务，免征
增值税。

销项税额=(4360+20)÷(1+9%)×9%=361.65(万元)。

(5)判断业务(6)进口设备可否抵扣进项税额并计算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

可以。购进固定资产既用于一般计税项目也用于简易计税项目，可全额抵扣进项税
额。

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280+14.6+13.4)×(1+12%)×13%=44.84(万元)。

(6)判断业务(7)支付的利息能否抵扣进项税额并说明理由。

不可以。纳税人购进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付的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
费、手续费、咨询费等费用，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7)计算本月销项税额的合计数。

销项税额合计数=12000÷(1+9%)×9%+130×9%+260×
9%+361.65=1387.58(万元)。

(8)计算本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合计数。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合计数=5800÷(1
+9%)×9%+44.84-50×13%=517.24(万元)。

(9)计算该企业在甲省实际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
额=1387.58-517.24-1
13.76-5.2+(15000-7500)÷(1+3%)×3%-218.45=751.38(万元)。

习题 7·综合题

位于市区的某运输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11 月发生如下业务:

(1)为某企业运输一批原材料，取得货运收入500万元，装卸收入60万元，仓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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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交货时发现因管理不善，部分原材料丢失，另行支付对方赔偿金10万元。
(上述金额均不含税)

(2)与甲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共同承接一项联运业务，收取全程不含税货运收入26
0万元，并全额开具发票，同时支付给甲运输企业不含税运费8万元，并取得甲运输
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承接一项工业用硫酸的公路运输业务，取得不含税的运费收入15万元，另加收快
运费2万元，并将该运输业务委托给乙运输企业完成，支付给乙运输企业(一般纳税
人)运输费用，取得乙运输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税运费7万元。

(4)将部分自有车辆对外出租，取得不含税租金收入20万元，车辆保证金5万元，租
赁期内一辆货车发生交通事故，企业按照租赁合同没收承租方缴纳的保证金5万元
，并对该车辆进行维修，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税额1万元。

(5)将两艘运输用船舶对外出租，一艘签订程租合同，收取不含税租金40万元;另外
一艘签订光租合同，收取不含税租金30万元。

(6)将一幢位于同市的委托他人承建的员工宿舍楼对外出售，取得含税销售收入230
0万元，该宿舍楼始建于2013年，建造成本为1200万元，已计提折旧560万元。企
业选择适用简易计税办法计税。

(7)出售外购的位于外省的办公楼一幢，取得含税销售收入4600万元，该办公楼系2
012年购买，购买时支付买价
3500万元，相关税费120万元。企业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

(1)计算业务(1)应确认的销项税额。

提供运输服务按“交通运输服务”征税;提供装卸、仓储服务按“物流辅助服务”征
税。

业务(1)应确认的销项税额=500×9%+（60+50）×6%=51.6(万元)

(2)分别计算业务(2)应确认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业务(2)应确认的销项税额=260×9%=2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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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2)应确认的进项税额=8×9%=0.72(万元)

(3)分别计算业务(3)应确认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承接的公路运输业务，按“交通运输服务”全额征收增值税。

销项税额=[15+2÷(1+9%)]×9%=1.52(万元)

业务(3)应确认的进项税额=7×9%=0.63(万元)

(4)分别计算业务(4)应确认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20+5÷(1+13%)]×13%=3.18(万元)

进项税额=1(万元)

(5)计算业务(5)应确认的销项税额。

程租按照“交通运输服务”征税;光租按照“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征税。

业务(5)应确认的销项税额=40×9%+30×13%=7.5(万元)

(6)计算业务(6)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转让自建不动产的，全额计税。

应缴纳的增值税=2300÷(1+5%)×5%=109.52(万元)

(7)计算业务(7)应预缴的增值税额。

转让外购不动产的，实行差额预缴。

应预缴的增值税=(4600-3500)÷(1+5%)×5%=52.38(万元)

(8)计算该企业在本市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销项税额=516+23.4+152+3.18+7.5=87.2(万元)

进项税额=0.72+0.63+1=2.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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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缴纳的增
值税=87.2-2.35+109.52+(4600-3500)÷(1+5%)×5%-52.38=194.37(万元)。

习题 8·综合题（增值税——转让解禁的限售股增值税缴纳
问题、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增值税缴纳的规定）

位于甲市的某集团总部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12 月经营业务如下：

(1)将其拥有的某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
转让，共转让1500000股，初始投资成本1.50(元/股)，IPO发行价4.5(元/股)，含税
售价6.8(元/股)。

(2)按照不高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向下属企业提供贷款取得统借统还利息收入160万
元。

(3)转让其100%控股的一家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初始投资成本1200000万元，转让
价1350000万元。

(4)销售一批产品，向客户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栏中分别注明了价款1600
万元、折扣额240万元。

(5)将生产的产品运往位于乙市的分公司用于销售，产品成本600万元，未开具发票
，无同类产品市场销售价格。

(6)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不得抵扣且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机器设备4台，开具增值
税普通发票，取得含税销售收入64万元(未放弃减税权)。

(7)进口10辆中轻型商用客车用于本集团生产经营，国外买价折合人民币合计300万
元，运抵我国人关地前支付的运费折合人民币20万元、保险费折合人民币8万元，
取得海关填发的专用缴款书；入关后运抵集团所在地，取得运输公司(一般纳税人)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税合计运费5.45万元。

(8)本集团的员工产生的出差住宿费支出价税合计21.5万元，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员工因公境内出差取得如下交通费票据：注明本集团员工
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票价共计30万元；注明本集团员工身份信息的公路客票，票
价共计10万元；注明本集团员工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注明票价12
万元、民航发展基金(原机场建设费)1万元。发生餐饮费支出价税合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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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

(其他相关资料：产品的成本利润率10%；中轻型商用客车关税税率20%、消费税
税率5%)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判断业务(1)是否应缴纳增值税，如应缴纳，计算销项税额。

应缴纳增值税。
转让
解禁的限
售股，为金融商品
转让，按照差额确定销售额，计算缴
纳增值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
份孳生的送、转股，以
该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为买入价
。按照规定确定的买入价低于取得限售股的实际成本价的，以实际成本价为买人价
计算缴纳增值税。

销项税额=(6.8-4.5)×1500000÷(1+6%)×6%÷10000=19.53(万元)

(2)判断业务(2)是否应缴纳增值税，并说明理由。

不应缴纳增值税。统借统还业务中，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以及集团所
属财务公司按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
，向企业集团或者集团内下属单位收取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3)判断业务(3)是否应缴纳增值税，并说明理由。

不应缴纳增值税。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增值税。

(4)计算业务(4)的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1600-240)×13%=176.8(万元)

属于商业折扣，折扣额与销售额在同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栏分别注明的，按折
扣后的销售额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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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断业务(5)是否应缴纳增值税并说明理由，如应缴纳，计算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600×（1+10%）×13%=85.8(万元)

应缴纳增值税。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
销售，视同销
售，应缴纳增值税，但相关
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从甲市移送到乙市，属于不在同一县(市)。

(6)计算业务(6)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业务(6)应缴纳的增值税额=64÷(1+3%)×2%=1.24(万元)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按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依
照3%的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

(7)计算业务(7)应缴纳的进口关税、消费税、增值税。

业务(7)应缴纳的进口关税=（300+20+8）×20%=65.6(万元)

业务(7)应缴纳的消费税=（300+20+8）×（1+20%）÷(1-5%)×5%=20.72(万元)

业务(7)应缴纳的增值税=（300+20+8）×（1+20%）÷(1-5%)×
13%=53.86(万元)

合计=65.6+20.72+53.86=140.18(万元)

(8)计算业务(8)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业务(8)可抵扣的进项税额=21.5÷(1+6%)×
6%+（30+12）÷(1+9%)×9%+10÷(1+3%)×3%=4.98(万元)

住宿费可以抵扣进项税额，注明本集团员工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航空运输电子客
票行程单、公路客票可以计算抵扣进项税额，餐饮费不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9)计算当月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销项税额合计数=19.53+176.8+85.8=282.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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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合计数=5386+4.98+5.45÷(1+9%）×9%=59.29(万元)

当月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增值税税额=282.13-59.29+1.24=224.08(万元)。

习题 9·综合题

某酒店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信用A级)，位于甲市。主要提供住宿、餐饮、会议
场地出租及配套服务。

2021 年 12 月发生业务如下:

(1)提供住宿服务取得不含税销售额120万元。

(2)提供餐饮服务取得含税销售额300万元(含外卖食品收入40万元)。

(3)提供会议场地及配套服务取得不含税收入160万元。

(4)为调经营结构，将位于邻省乙市的一处酒店房产出售，取得含税收入3400万元
。该酒店房产于营改增前购进，购进时取得的营业税发票注明金额为1650万元。酒
店选择按照简易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5)将位于邻省丙市的一处酒店式公寓房产投资于某物业管理公司，该房产2019年
购置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税合计金额3600万元。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
价格为4300万元(含税)，双方约定以此价格投资入股并办理房产产权变更手续。

(6)从农业生产者处购入大米、小麦共支付买价 20万元，取得农产品销售发票。

(7)从农贸批发市场购入蔬菜共支付买价 16万元，取得普通发票。

(8)从一般纳税人处采购餐具、床品等共支付不含增值税买价40万元，均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

(9)2021年5月从灯具经销商处购买了一批仿古灯具，取得经销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酒店按合同约定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款项，取得发票后抵扣了进项税额。
本月酒店收到其主管税务机关通知，经销商在2021年8月已经走逃，被税务机关认
定为非正常户，因此，酒店从经销商取得的发票为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要求酒店
将已抵扣税额作进项税额转出、补缴增值税并应按规定加收滞纳金。酒店接到上述
通知后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了核实申请，阐明业务的真实性，说明其进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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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抵扣和相关支出税前扣除具有合理性，认为不应补缴增值税和滞纳金。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该酒店业务(1)的销项税额。

酒店业务(1)的销项税额=120×6%=7.2(万元)。

(2)计算该酒店业务(2)的销项税额。

提供餐饮服务的纳税人销售的外卖食品，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业务(2)的销项税额=300÷(1+6%)×6%=16.98(万元)。

(3)计算该酒店业务(3)的销项税额。

酒店业务(3)的销项税额=160×6%=9.6(万元)。

宾馆、旅馆、旅社、度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宿场所提供会议场地及配套服务的活动
，

(4)业务(4)出售邻省乙市的一处酒店在乙市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一般纳税人转让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
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5%的征收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
税款。

酒店应在乙市预缴增值税=(3400-1650)÷(1+5%)×5%=83.33(万元)。

(5)业务(5)是否应当缴纳增值税?如果应当缴纳，在丙市应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将房产用于投资，应当缴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转让其2016年5月1日后取得(不含
自建)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
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5%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酒店应在丙市预缴增值税=(4300-3600)÷(1+5%)×5%=33.33(万元)。

(6)计算该酒店本月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23 / 24



智行理财网
营改增融资租赁税率(营改增 融资租赁)

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入
免税的农产品实行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购入蔬菜取得普通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蔬菜在批发、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

当月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20×9%+40×13%=7(万元)。

(7)计算酒店当月应在甲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

当月应在甲市实际
缴纳增值税=7.2+16.98+9.6+4300÷
(1+9%)×9%-7+(3400-1650)÷(1+5%)×5%-83.33-33.33=348.5(万元)。

(8)业务(9)中酒店的相关处理是否正确?简述理由。

处理正确。理由：
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取得异常凭证且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办理出口退税或抵扣消
费税的，可以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

经税务机关核实，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出口退税或消费税抵扣相关规定
的，可不作进项税额转出、追回已退税款、冲减当期允许抵扣的消费税税款等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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