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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注册公司后 要盯紧这11个指标-
秦正财税

公司名称 上海缤浮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199.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客服，会计，助理会计
产品: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产地:上海

公司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1658号九润商务大厦一楼
1003室

联系电话 13166035602 13701604043

产品详情

费尽千辛万苦注册完公司后，你还要再费尽心思盯紧这11个指标，要不然，活该税务三番五次查你。今
天就一一说明这11个指标分别是什么。

一、进项税额变动率高于销项税额变动率       1.计算公式：指标值=（进项税额变动率-销项税额变
动率）/销项税额变动率；进项税额变动率额=(本期进项-
上期进项)/上期进项；销项税额变动率=(本期销项-上期销项)/上期销项。       2.问题指向：纳税人
进项税额变动率高于销项税额变动率，纳税人可能存在少计收入或虚抵进项税额，应重点核查纳税人购
销业务是否真实，是否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已满的纳税人。       3.预警值：10%       4.检查重
点：检查纳税人的购销业务是否真实，是否存在销售已实现，而收入却长期挂在“预收账款”、“应收
帐款”科目。是否存在虚假申报抵扣进项税问题。结合进项税额控制额的指标进行分析，控制额超过预
警值，而销售与基期比较没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实地查看其库存，如果库存已没有，说明企业有销售未
入账情况，如果有库存，检查有无将购进的不符合抵扣标准的固定资产、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进行虚
假申报抵扣的情况。

二、纳税人主营业务收入费用率异常       1.计算公式：指标值=（主营业务收入费用率-全市平均主
营业务收入费用率）/全市平均主营业务收入费用率*100；主营业务收入费用率=本期期间费用/本期主营
业务收入。       2.问题指向：主营业务收入费用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应判断为异常，需要
查明纳税人有无多提、多摊相关费用，有无将资本性支出一次性在当期列支       3.检查重点：检查
“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和“其他应付账款”等科目的期初期末数进行分析。如“应付账款”其他
应付账款”出现红字和“预收账款”期末大幅度增长等情况，应判断可能存在少计收入，对这些科目的
详细业务内容进行询问；对企业销售时间及开具发票的时间进行确认，并要求提供相应的举证资料。检
查纳税人营业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的增长情况并判断其增长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外购存货用于职
工福利、增送等问题，检查企业采购的的渠道及履约方式，是否存在返利而未冲减进行税额；对企业短



期借款、长期借款的期初、期末数据进行分析，是否存在基建贷款利息挤入当期财务费用等问题，以判
断有关财务费用是否资本化，同时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应的举证资料。

三、进项税额大于进项税额控制额       1.计算公式：指标值=（本期进项税额/进项税额控制额-1）*
100；进项税额控制额=(本期期末存货金额-
本期期初存货金额+本期主营业务成本)*本期外购货物税率+本期运费进项税额合计。       2.问题指
向：纳税人申报进项税额与进项税额控制额进行比较，若申报进项税额大于进项税额控制额，则可能存
在虚抵进项税额，应重点核查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是否抵扣；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及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是否按照规定做进项税额转出；是否存在取得
虚开的专用发票和其他抵扣凭证问题。       3.预警值：10%       4.检查重点：检查纳税人“在
建工程”、“固定资产”等科目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将外购的不符合抵扣标准的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
额申报抵扣，结合“营业外支出”、“待处理财产损溢”等科目的变化，判断是否将存货损失转出进项
税额；结合增值税申报表附表二分析运费、农产品等变化情况，判读是否虚假抵扣进项税额问题。实地
检查原资料等存货的收发记录，确定用于非应税项目的存货是否作进项税转出；检查是否存在将外购存
货用于职工福利、个人消费、无偿赠送等而未转出进项税额问题；检查农产品发票的开具、出售人资料
、款项支付情况，判断是否存在虚开问题。

四、预收账款占销售收入20%以上       1.计算公式：评估期预收账款余额/评估期全部销售收入。 
2.问题指向：预收账款比例偏大，可能存在未及时确认销售收入行为。       3.预警值：20%      
 4.检查重点：检查重点纳税人合同是否真实、款项是否真实入账。深入了解企业的行业规律判断其是
否存在未及时确认销售收入的情况

五、纳税人销售额变动率与应纳税额变动率弹性系数异常       1.计算公式：指标值=销售额变动率/
应纳税额变动率；销售额变动率=(本期销售额-
上期销售额)/上期销售额；应纳税额变动率=(本期应纳税额-上期应纳税额)/上期应纳税额。       2.
问题指向：判断企业是否存在实现销售收入而不计提销项税额或扩大抵扣范围而多抵进项的问题。正常
情况下两者应基本同步增长，弹性系数应接近1。若弹性系数>1且二者都为正数行业内纳税人可能存在本
企业将自产产品或外购货物用于集体福利、在建工程等，不计收入或未做进项税额转出等问题；当弹性
系数<1且二者都为负数可能存在上述问题；弹性系数小于1，二者都为正时，无问题；二者都为负时，可
能存在上述问题；当弹性系数为负数，前者为正后者为负时，可能存在上述问题；后者为正前者为负时
，无问题。       3.预警值：1       4.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主要经营范围，查看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经营方式以及征管范围界定情况，以及是否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货物；查阅仓库货物收发登记
簿，了解资料购进、货物入库、发出数量及库存数量，并于申报情况进行比对；审核企业明细分类账簿
，重点核实“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在建工程”等明细帐，并与主营业务收入
、应纳税金明细核对，审核有无将收入长期挂往来帐、少计销项税额以及多抵进项税等问题；审核进项
税额抵扣凭证、检查有无将购进的不符合抵扣标准的固定资产、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进行税额申报抵
扣的情况。

六、纳税人主营业务收入成本率异常       1.计算公式：指标值=（收入成本率-全市行业收入成本率
）/全市行业收入成本率；收入成本率=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一般而言，企业处于自身利益的考
虑以及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主营业务成本都会呈现增长的趋势，所以成本变动率一般为正值。如果主
营业务成本变动率超出预警值范围，可能存在销售未计收入，多列成本费用、扩大税前扣除范围等问题
。预警值：工业企业-20%——20%，商业企业-10%——10%     
2.问题指向：主营业务收入成本率明显高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应判断为异常，需查明纳税人有无多转成本或虚增成本。     
3.预警值:工业企业-20%——20%，商业企业-10%——10%       4.检查重点：检查企业原资料的价格



是否上涨，企业是否有新增设备、或设备出现重大变故以致影响产量等。检查企业原资料结转方法是否
发生改变，产成品与在产品之间的成本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将在建工程成本挤入生产成本等问题。

七、纳税人存货周转率与销售收入变动率弹性系数异常       1.计算公式：指标值=存货周转变动率/
÷销售收入变动率；存货周转变动率=本期存货周转率÷上期存货周转率-1；销售收入变动率=本期销售
收入÷上期销售收入-1；存货周转率＝销售成本÷存货平均余额；存货平均余额=(存货期初数+存货期末
数)÷2。       2.问题指向：正常情况下两者应基本同步增长，弹性系数应接近1。

（1）当弹性系数大于1，且两者相差较大，两者都为正时，可能存在企业少报或瞒报收入问题；二者都
为负时，无问题。

（2）弹性系数小于1，二者都为正时，无问题；二者都为负时，可能存在上述问题。

（3）当弹性系数为负数，前者为正后者为负时，可能存在上述问题；后者为正前者为负时，无问题。

八、增值税专用发票用量变动异常       1.计算公式：指标值=一般纳税人专票使用量-
一般纳税人专票上月使用量。     
2.问题指向：增值税专用发票用量骤增，除正常业务变化外，可能有虚开现象。     
3.预警值：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超过上月30%（含）并超过上月10份以上       4.检查重点：
检查纳税人的购销合同是否真实，检查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是否与签订的合同情况相符并实地检查存
货等。主要检查存货类“原资料”、“产成品”以及货币资金“银行存款”、“现金”以及应收帐款、
预收帐款等科目。对于临时增量购买专用发票的还应重点审查其合同履行情况。

九、期末存货大于实收资本差异幅度异常     
1.计算公式：纳税人期末存货额大于实收资本的比例。       2.问题指向：纳税人期末存货额大于实
收资本，生产经营不正常，可能存在库存商品不真实，销售货物后未结转收入等问题。       3.检查
重点：检查纳税人的“应付账款”、“其它应付款”“预收帐款”以及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等科目期末
贷方余额是否有大幅度的增加，对变化的原因进行询问并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应的举证资料，说明其资金
的合法来源；实地检查存货是否与帐面相符。

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负变动异常       1.计算公式：指标值=税负变动率；税负变动率=（本期税
负-上期税负）/上期税负*100；税负=应纳税额/应税销售收入*100。       2.问题指向：纳税人自身税
负变化过大，可能存在账外经营、已实现纳税义务而未结转收入、取得进项税额不符合规定、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期间购进货物不取得可抵扣进项税额发票或虚开发票等问题。       3.预警值：±30%    
   4.检查重点：检查纳税人的销售业务，从原始凭证到记帐凭证、销售、应收帐款、货币资金、存货
等将本期与其他各时期进行比较分析，对异常变动情况进一步查明原因，以核实是否存在漏记、隐瞒或
虚记收入的行为。检查企业固定资产抵扣是否合理、有无将外购的存货用于职工福利、个人消费、对外
控股、捐赠等情况

十一、纳税人期末存货与当期累计收入差异幅度异常       1.计算公式：指标值=（期末存货-
当期累计收入）/当期累计收入。       2.问题指向：正常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期末存货额与当期累计
收入对比异常，可能存在库存商品不真实，销售货物后未结转收入等问题。       3.预警值：50%  
     4.检查重点：检查“库存商品”科目，并结合“预收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付款”等
科目进行分析，如果“库存商品”科目余额大于“预收账款”、“应收帐款”贷方余额、“应付账款”
借方且长期挂账，可能存在少计收入问题。实地检查纳税人的存货是否真实，与原始凭证、账载数据是
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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