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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1. 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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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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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

变质的损失，以及被执法部门依法没收或者强令自行销毁

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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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或者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而

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按下列公式计算：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月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

×当月免税项目销售额、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合计

÷当月全部销售额、营业额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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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制药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3月份销售抗生素

药品取得含税收入117万元，销售免税药品50万元，当月

购入生产用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税款

6.8万元，抗生素药品与免税药品无法划分耗料情况，则

该制药厂当月应纳增值税为（ ）。

A.14.73万元 B.12.47万元

C.10.20万元 D.17.86万元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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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题】某工业企业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5年3月份同
时生产免税甲产品和应税乙产品，本期外购燃料柴油50吨
用于生产甲、乙产品，已知该批柴油外购时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价款87300元，税额为14841元，当月实现产
品不含税销售收入总额为250000元，其中甲产品收入
100000元，已知乙产品适用13%税率，该企业当月应纳增值
税额。

【答案及解析】该企业当月应纳增值税额=（250000-100000）
×13%-14841×150000÷250000=1059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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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机械厂（一般纳税人，兼营营业税范围的代理

服务）销售机械收取机械款（不含税）200000元，给其他单

位做行业代理收取代理费4000元，为生产机器和代理服务发

生电费，发票注明价款6000元，增值税进项税额1020元，该

项业务的销项税额为200000×17%=34000（元），兼营收取

的4000元代理费缴纳营业税。

则在此种情况下：

可抵扣进项税=1020×200000/（200000+4000）=1000（元）；

不可抵扣进项税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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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述第1项至第4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

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费用。(运输费用的计算抵扣应

伴随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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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1多选题】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下列项目中，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

有（ ）。

A．因自然灾害毁损的库存商品

B．企业被盗窃的产成品所耗用的外购原材料

C．在建工程耗用的外购原材料

D．生产应税和免税产品外购的同种原材料

【答案】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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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2单选题】下列行为中，涉及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的是（ ）。
A.将专门购进货物一批用于本单位集体福利
B.将委托加工收回的材料用于投资
C.将外购的货物用于交换生产所需材料
D.外购货物用于雪灾灾区捐赠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选项BCD是视同销售行为，相应的进项税

额是可以正常抵扣的。要注意区分视同销售和进项税
额不得抵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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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与解释】对增值税不可抵扣进项税的规则的理解：

一是购进货物、劳务服务之后，增值税链条中断的，不得
抵扣进项税。

二是采用简易征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不能再抵扣进项税额

三是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规定的，不能抵扣进项税。

【相关链接】考生对比货物来源区分两类情况：

一类是属于视同销售计销项税，可相应抵扣其符合规定的进项

另一类是属于不可抵扣进项税，但不计算销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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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来源

货物去向

职工福利、个人消费、
非应税项目（对内）

投资、分红、赠
送（对外）

购入 不计销项也不计进项
视同销售计销项

（可抵进项）自产或委托
加工

视同销售计销项
（可抵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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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1·多选题】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下列行为中，涉
及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有（ ）。

A.将外购的货物用于基建工程

B.将外购的货物用于交际应酬

C.将外购的货物无偿赠送给外单位

D.将外购的货物对外投资

【答案】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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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具体处理方法

第一类，购入时不予抵扣——直接计入购货的成本

第二类，已抵扣后改变用途、发生损失——做进项

税转出处理（此类转出又分为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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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购入时不予抵扣——直接计入购货的成本

【案例】某企业购入一批材料用于在建工程，增值税

发票注明价款100000元，增值税17000元，则该企业不得

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该批货物采购成本为11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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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已抵扣后改变用途、发生损失——做进

项税转出处理。

进项税额转出有常见的三种转出方法，即：

直接计算转出法；

还原计算转出法；

比例计算转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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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计算进项税转出的方法——适用于一般情况下材

料等的非正常损失或改变用途

【例题·计算题】某企业将数月前外购的一批生产用材料

改变用途，用于职工福利，账面成本10000元，则需要做

进项税转出:

10000×17%=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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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原计算进项税转出的方法——适用于计算抵扣进项
税的免税农产品的非正常损失

【例题·计算题】某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管
理不善，将一批以往向农业生产者收购的大豆霉烂变质，
账面成本10940元（含运费500元，取得了货物运输业增值
税专用发票）

其转出的进项税额为：（10940－500）÷（1－13%）
×13%＋500×11%=1560＋55=16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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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例计算进项税转出的方法——适用于半成品、

产成品的非正常损失

【例题·计算题】某服装厂（一般纳税人）外购

比例60%，某月因假冒商标被政府管理部门没收其一

批账面成本20000元的成衣，其需要转出进项税：

20000×60%×17%＝2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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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计算题】某农机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4年3月，该企业向各地农机销售公司销售农机产品。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金额500万元；向各地农机

修配站销售农机零配件，取得含税收入90万元；购进钢材

等材料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税额59.5万元，取得

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运费金额3万元，取

得的发票均已在当月通过主管税务机关认证或比对。该企

业当月应纳增值税是多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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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农机整机适用13%的税率；农机零件适用17%的税率。运
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认证可计算抵扣运输费用11%的进
项税。

当期销项税额=500×13%+90÷（1+17%）×17%=78.08
（万元）

当期进项税额=59.5+3×11%=59.83（万元）

当期应纳增值税=78.08-59.83=18.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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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2、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具体处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