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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

内容概要

《2008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答疑精华及历年试题参考答案详解:税法》包括“答疑精华”和“历年试题参
考答案详解”两个部分：答疑精华部分，针对考生在课后经常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根据2008年考
试大纲和辅导教材的要求，精心选择了130个以上的经典问题，给您一个深入浅出的解答，免除了考生
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烦恼；历年试题参考答案详解部分，则对2003—2007年的试题进行逐一扫描，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过滤出针对2008年辅导教材的“试题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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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答疑精华　　第一章　税法概论　　1.问：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
应该具有有偿性，但教材上说是无偿的，怎么理解？　　答：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是针对人民群众整体利益而言，具有整体返还性，但针对具体纳税人而言没有直接返还性，是无偿的
。两种说法一个针对整体，一个针对个体，谈的不是一个角度的问题。　　2.问：什么是税收的属地
原则和属人原则？　　答：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都是国家行使征税权力所遵循的原则。所谓属地原则
，是以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地或经营活动地来确定税收管辖权范围的一种原则，按此原则确定的税收管
辖权，称作税收地域管辖权或收入来源地管辖权。它依据纳税人的所得是否来源于本国境内，来确定
其纳税义务，而不考虑其是否为本国公民或居民。所谓属人原则，是以人的概念作为其行使征税权力
所遵循的原则，按此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称作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公民税收管辖权。它依据纳税人
与本国政治法律的联系以及居住的联系，来确定其纳税义务，而不考虑其所得是否来源于本国境内。
　　3.问：为什么实体法要从旧？怎样理解实体法从旧、程序法从新？　　答：这是从法律的溯及力
角度而言的。实体法的新法对新法出台前发生的收入或行为没有溯及力，实体法从旧原则实际体现的
是：新法只从新规定开始的时段实施，不溯及以往，以往还按照旧的规定执行。例如：2008年6月税务
机关对A企业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A企业在2007年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没有考虑计税工资的限制因素
，据实列支了全部工资，因此少纳了企业所得税。2007年执行的是老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税工资
是人均1600元，2008年1月1日后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计税工资的限制，对合理的工资允许列支。
尽管在2008年检查发现2007年的问题，按照实体法从旧原则，要用人均1600元/月计算该企业2007年工
资限额，并由此计算企业工资的超支数，从而计算该企业少计了多少所得额和税额。而程序法在某些
情况下有溯及力，程序法从新原则实际体现的是：新法溯及以往，新法实施前后的同种情况都要按照
新的规定执行。　　4.问：我国目前只有两个税种是人大立法的，绝大多数都是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
，教材上列举了6个授权立法的暂行条例，是否没列举的都不属于授权立法？　　答：目前我国国务
院发布的有关税种的暂行条例，都是经过人大授权的。　　5.问：资源税到底是地方税还是共享税？
怎么教材上写的和学校学的不一样？　　答：考哪门课就看哪本书，不管现实理论界对资源税如何分
类，考试以中注协教材为准。　　6.问：听说屠宰税早就取消了，是这样吗？　　答：屠宰税已
于2006年2月17日由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废止，该税种已和农业税一起成为过去。但如果我们教材
中没有删除这个税种，复习和考试就以教材为准。　　第二章　增值税法　　1.问：裁缝为消费者个
人加工服装收的加工费交营业税还是增值税？　　答：受托加工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裁缝为消费者
个人加工服装的加工费缴纳增值税。　　2.问：印刷厂承印书刊杂志的增值税税率是多少？　　答：
如果是出版单位提供的纸张，印刷企业只提供印刷劳务，应按加工劳务17％的税率征收印刷劳务的增
值税。但是如果印刷企业接受出版单位委托，自行购买纸张，印刷有统一刊号（CN）以及采用国际
标准书号编序的图书、报纸和杂志，按货物销售征收增值税，增值税税率为13％。　　3.问：视同销
售货物是否按账面价值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　　答：视同销售货物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时，计税销
售额必须按规定的顺序确定，而不能用移送货物的账面价值；销售额的确定按下列顺序：①当月货物
平均售价；②近期同类货物平均售价；③组成计税价格。　　组成的计税价格=成本×（1+10％）　
　或：组成的计税价格=成本×（1+消费税产品的成本利润率）+消费税　　4.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认定中提到的“会计核算健全”的标准是什么？　　答：判断会计核算健全的主要标准是：纳税人是
否能够按照会计制度和税务机关的要求准确核算增值税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和应纳税额，能否为税务
机关提供核算上述数据的会计资料。　　5.问：在一般纳税人认定中，个人不属于一般纳税人，那么
个体工商户是否也不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答：个体经营者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所规定条
件的（会计核算健全、年应税销售额达到100万元或180万元），经省级国家税务局批准，可以认定为
一般纳税人。个体经营者以外的其他个人不得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　　6.问：增值税采用征收率的
情形有哪些？　　答：小规模纳税人采用征收率，商业企业适用4％的征收率，商业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适用6％的征收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一些特定货物销售也采用征收率，例如：自来水公司销
售自来水是按照6％的征收率征收；一般纳税人销售旧货采用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在寄售商店代销
寄售物品，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经有权机关批准的免税商店零售免税货物是按照4％的征收率。所
以说，增值税的征收率不仅仅小规模纳税人使用。　　7.问：能否将代垫运费及抵扣的情况总结一下
？　　答：代垫运费及抵扣的情况大体分为三种：（1）运费由购货方支付，运输发票开给购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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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货方将运费的7％作为进项税额抵扣；（2）运费由销售方代垫支付，发票开给购货方，后销售方收
回代垫运费，购货方将运费的7％作为进项税额抵扣，销售方代垫运费既不作销项税额，也不作进项
税额抵扣；（3）运费由销售方支付，其中代购货方垫付其中的一部分，发票开给销售方，销售方将
运费的7％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同时将运费代垫部分÷（1+17％）×17％作为收取的价外收入计算销项
税额。　　8.问：代销货物按开出发票数量还是按返回的代销清单数量计算销售？　　答：纳税人以
代销方式销售货物，在收到代销清单前已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全部或
部分货款的当天。对于发出代销商品超过180天仍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视同销售实现，一律征收
增值税，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销商品满180天的当天。　　9.问：如果一个企业兼营应交增值
税的货物和应交营业税的劳务，发生了共同的物料消耗，如何确定进项税的抵扣？　　答：教材明确
了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不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法准确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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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全部进项税额×免税
项目或非应税项目的收入额÷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收入额与相关应税收入额的合计　　这里所说的
“相关的全部进项税额”是指征免（非）税项目共同耗用的物料等的进项税，考生如要全面认识这个
问题，注意这个公式还可以表示成：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月全部进项税一当月可准确划分
用于应税项目、免税项目及非应税项目的进项税额）×（当月免税项目、非应税项目营业额合计÷当
月全部销售额、营业额合计）+当月可准确划分用免税项目和非应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能准确划分的
进项税×（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的营业额÷当月全部销售额、营业额合计）+当月可准确划分的不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10.问：以货易货是否双方均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和进项税。　　答：如果双方
均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双方均应计算销项税，但能否抵扣进项税要看两方面，一是是否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二是是否是固定资产或用于不得抵扣进项税的项目。　　11.问：在增值税一章中，一般
纳税人外购货物（除固定资产外）所支付的运输费以及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代垫
费用除外），可按7％的税率抵扣进项税额，但运输费用包含在价外费用中，是要计算销项税额，这
样前后是否矛盾，一笔费用既对它征税同时又对它扣税？　　答：对于不符合代垫运输费用条件的代
买方支付的运费，在作为价外收费收回时会出现既征税（17％或13％）又扣税（7％）的情况。例如：
甲单位销售给乙单位货物时代垫运费，甲将发票原件入账计算7％的运费进项税，在向乙收回代垫费
用时要将收回的代垫费用进行价税分离计算销项税。而不作代垫费用收回的情况下，只在账面看到运
费支出，就只有计算扣减增值税进项税。例如：甲单位实行“三包”销售货物，包送货，不直接向购
货方收运费，则甲包送货时支付的运费可以抵扣进项税，由于没有收回运费的行为，也没有直接的销
项税，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销售方会从货价中得到运费的相关补偿，其销货收入有销项税。　　12.
问：一般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取得专用发票可抵6％的进项税吗？　　答：首先，一般纳
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希望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到主管税务机关用普通
发票换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一般纳税人。专用发票款式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发票款式相同，但
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的专用发票上的税额是按发票上的征收率计算标明的，征收率可能是4％也可能
是6％，这部分税额可以抵扣，但从小规模纳税人购入的是固定资产，或购入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等方面的同样不能抵扣进项税。　　13.问：一般纳税入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
普通发票还能抵扣进项税吗？　　答：一般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货取得普通发票一般不能抵扣，
但购人的是农业产品的可计算抵扣；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从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购入废旧物资可计算抵
扣。　　14.问：计算增值税和消费税用到的销售额，如何判断是否含税？比如有些练习题目中提到售
价、零售价和销售收入，哪些需要还原成不含税的。　　答：在2002年以前的考题中出现过让考生难
以判断销售额是否含税的情况，但在2002年，中注协表示在考题中，会明确销售额是否含税。从这几
年实际考试状况看，考题的确能让考生对题目给定的销售额中是否含税做出正确判断。　　15.问：适
用于13％增值税税率的农业产品的范围有哪些？　　答：适用于13％增值税税率的农业产品是指种植
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生产的各种植物、动物的初级产品。主要包括：（1）植物类。如
粮食、蔬菜（不含罐头）、烟叶、茶叶、园艺植物、药用植物、油料植物、纤维植物、糖料植物、林
业产品、其他植物。（2）动物类。如水产品（不含熟食、罐头）、畜牧产品（不含熟食、罐头）、
未鞣制的动物皮张、未洗净的动物毛绒、其他动物组织及昆虫类动物。复习这里时还要注意：销售自
产的农业产品的农民和农业组织免征增值税；适用13％税率征税的是非自产的农业产品。　　16.问：
是否凡是缴纳资源税的货物在计算增值税的时候都用13％的低税率？　　答：一般情况下，缴纳资源
税的货物在计算增值税的时候都用低税率，但是有特例，原油在计算增值税的时候使用基本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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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

　17.问：如何准确掌握和区分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投资、分配、集体福
利、无偿赠送他人中增值税的计算？　　答：应从货物的来源和货物的去向两个角度判断区分将自产
、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投资、分配、集体福利、无偿赠送他人中增值税的计算：
　　从来源上看，凡是经过自身加工（含自产和委托加工收回）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投资、分红
、赠送、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均应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其相关符合规定的进项税可以抵扣；凡是
购买的货物用于这些方面，要注意区分具体去向，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的，不得抵
扣进项税，也不计算销项税。　　从去向上看，凡是用于投资、分红、赠送的货物，不论来自何方（
自产、委托加工、购买），均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其相关符合规定的进项税可以抵扣。　　例如：
建材厂自产建材用于自己的库房改造工程，这种自产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行为应视同销售计算销项
税，为生产建材所采购原材料等等的进项税，符合规定的可以抵扣。　　又例如：建材商店外购建材
用于自己的库房改造工程，这种外购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行为不得抵扣进项税，也不计算销项税。
　　18.问：在计算用于职工福利的购进的应税物品的增值税时，是销项，进项都不计吗？为什么？　
　答：企业用于职工福利的购进货物不得抵扣进项税，也不计销项税。即：不作销售看待，但不能抵
扣进项，含义是和消费者一样自行负担税款。　　19.问：企业收取的价外费用在计算增值税时都需要
价税分离吗？　　答：除了明确指明价外费用不含税，一般情况下，价外费用都是含税的，需要按照
与其一同销售的货物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进行价税分离计算增值税销项税。　　20.问：如何区别“当
期不计进项税”与“进项税转出”？　　答：在不得抵扣进项税的大的政策框架下，“当期不计进项
税”与“进项税转出”往往发生在纳税人不同的生产经营阶段。如果在采购当期确定此项采购是用于
固定资产、职工福利等不得抵扣进项税的项目，就当期不计进项税；如果采购时是准备用于生产的材
料，抵扣了进项税，在以后改变了用途，用于在建工程、职工福利等方面，就要把抵扣过的进项税做
进项税转出。　　21.问：是否增值税组价都用10％的成本利润率？　　答：凡消费税规定了成本利润
率的项目，无论是消费税组价还是增值税组价都用消费税的成本利润率。凡消费税没有规定成本利润
率的项目，消费税不必组价，增值税组价用10％的成本利润率。

Page 6



《税法》

精彩短评

1、书还没来的及看，不过很想象中的有点差别。速度还是不错，几天就收到了。
2、我4月22号买的书，今天5月8号了，还没有收到，还要我写评论，我怎么评啊，你开玩笑吧？
3、觉得东奥的人很懒，一些过时的题目就简单的说下过时了，没有给出更多更具体的说明，往往有
时看得一头雾水的，才在当年的答案后头看到一行小小的此题已过时。不过这本书还好，最严重要命
的是轻松2.
4、很有参考和研究的价值
5、书的质量还是可以的&#183;&#183;&#183;
6、官方还是法国
7、嘿嘿不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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