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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扣除项目概述



增值税扣除项目是指在计算增值税应

纳税额时，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

进项税额，包括购买原材料、固定资

产、服务等所含的增值税。

增值税扣除项目的分配方法对于企业

来说至关重要，合理的分配方法能够

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经济效益。

定义与背景

背景

定义



包括机器设备、房屋建筑
物等，其进项税额可按一
定比例抵扣。

固定资产 原材料 服务

企业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
料，其进项税额可全额抵
扣。

企业购买技术服务、物流
服务等，其进项税额可按
一定比例抵扣。

030201

扣除项目种类



将扣除项目直接分配到各个产

品或服务中，计算出每个产品

或服务的增值税税负。

直接分配法

按照一定比例将扣除项目分配
到各个产品或服务中，以实现
公平负担税负的目的。

比例分配法

根据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占整个

生产成本的比例，将扣除项目

按比例分配到各个产品或服务

中。

成本比例法

根据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

将扣除项目按比例分配到各个

产品或服务中，以反映其经济

价值。

市场价值法

分配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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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法之——直接分
配法



原理及适用范围

原理

直接分配法是根据各受益对象（即各

成本计算对象）所耗的劳务量或产品

（或服务）数量，直接将其应负担的

增值税扣除额分配至各受益对象的方

法。

适用范围

适用于能直接确定各受益对象所耗劳

务量或产品（或服务）数量的场合，

如生产车间、分厂等。



操作步骤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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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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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各受益对象所耗的劳务量或产品（或服务）

数量。

2. 根据确定的劳务量或产品（或服务）数量，计算

出各受益对象应负担的增值税扣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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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计算出的增值税扣除额直接分配

至各受益对象。

实例：假设某企业有三个生产车间，

分别为A车间、B车间和C车间。企业

当月进项税额为1000元，销项税额

为2000元。根据直接分配法，首先

确定各车间的劳务量或产品（或服务）

数量，假设A车间耗用50%，B车间

耗用30%，C车间耗用20%。然后根

据各车间的耗用量计算出各车间的增

值税扣除额，分别为A车间500元，B

车间300元，C车间200元。最后将各

车间的增值税扣除额直接分配至各车

间。

操作步骤与实例



操作简单，易于理解，能直接反映各受益对象的实际负担情况。

优点

对于不能直接确定各受益对象所耗劳务量或产品（或服务）数量的场合，如管理部门、销售部门等，该方法不适

用。此外，对于劳务量或产品（或服务）数量波动较大的场合，该方法可能会导致各受益对象的负担不均。

缺点

优缺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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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法之——间接分
配法



原理
间接分配法是根据各受益对象（即各成本中心）间接消耗定额或费用比重等分

配扣除项目的计算方法。

适用范围
适用于企业内部的成本中心，且各成本中心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的情况。

原理及适用范围



步骤一

确定各成本中心的消耗定额或

费用比重。

根据各成本中心的消耗定额或

费用比重，计算出各成本中心

应分摊的扣除项目金额。

将计算出的扣除项目金额从各

成本中心的销售收入中扣除，

得出各成本中心的净收入。

某企业有三个成本中心A、B、

C，A为B和C提供产品，B为C

提供劳务。A的扣除项目为

100元，B的扣除项目为80元，

C的扣除项目为60元。根据间

接分配法，A应分摊的扣除项

目金额为100元，B应分摊的扣

除项目金额为80元，C应分摊

的扣除项目金额为60元。

步骤二 步骤三 实例

操作步骤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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