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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税务总局2021年17号公告第四条，规定了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后，有关资产的计算基础确定，一言以蔽之：

有发票按发金额票确定，无发票按其它资料金额确定。
有会计学员问了我几个问题：
问一，如果合同、支付证明、会计核算资料的金额不统一，以哪一个为准?
如果出现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的情况，还得依法来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计税基础，是历史成本，是指“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所以，上述三个数据中，哪个是真正的支出金额，就用哪个。

问二，哪个真的?谁说算呢?
谁说了也不算，事实证明了算。不看谁说的，要看证据。
企业按自己对真实性的理解来判断，税务如果查账，他们自会用他们对真实性的理解来判断。

问三，如果没有合同、没有支付证明、没有会计资料呢?或者相关资料不可信呢?
注意那个“等”字，除了以上三个资料，还有没有其它可以证明“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呢?如果有，用其金额也是可以的。

问四，手一摊，如果什么资料也没有呢?或者虽然有但不提供呢？
那还查个屁的账，只能继续核定征收。
《征管法》35条规定核定征收的情况：(三)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四)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帐的。

问五，那么，转为查账征收后，如果新购资产继续没有发票，能不能继续用上述资料来确定计税基础？
这种情况，17号公告既没有规定可以，也没有规定不行。
这样，本问题又必须退回到法律上，哪个金额是“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就依哪个金额。如果合同金额就是“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当然可以用合同金额。
所以，查账征收后，如果又有资产没发票，计税基础也是以可信的支出资料确定。
这一点与这个17号公告无关。

问六，晕!按蓝老师你这样说，岂不是，就算有没有这个17号公告，也可以用合同、支付证明、会计、等资料，来得到“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从而作为计税基础？



这就是循循善诱的后果。
的确如此。
税务总局的规范性文件是依法治国的**，它不是自己随意做规定，而是把法律的规定保真地重新表述一遍而已。计税基础的确认已被《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死了，有没有发票，都这样确定。
关键问题来了！
问七，是不是说，出了这个2021年17号公告后，企业所得税扣除可以不用发票了?说明2021年17号公告后，扣除的发票政策变了吗？
想得美！

确定计税基础≠可以扣除。
这个2021年17号公告第四条第(一)项只是说了，核定征收转为查账征收后计税基础如何确定，并未涉及可不可以扣除的问题。
(为了准确的回答，我先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情况排除在外，以下只针对材料、费用等的扣除。)
确定计税基础，与税前扣除，是两件事。前者是金额的问题，后者除了金额，还会涉及到具体的程序。
所以，不能得出，2021年17号公告后企业所得税扣除的发票政策变了。
问八，那请老师请明示，支出没有发票，但能确定计税基础，怎么扣除？
按《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只要是真实、相关、合理的支出，就必可扣除。谁也不能挑战法律。
此时的扣除，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因为凭证缺，依《税收征管法》第35条核定征收。其计税基础可以作为核定征收时计算的一个依据。这样问题就转回核定征收了。

二是，继续查账征收。
但是，税务总局依《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授权，制作了2018年28号公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该公告对*终没有发票的支出，作了一个扣除上的程序性规定：
“不得在发生年度扣除”。
问九，就是说，支出永远没有发票，但能确定计税基础，查账征收时，也不能扣除？
眼神这么不好？
“不得在发生年度扣除”，不是“不得扣除”。
只要是真实、相关、合理的支出，规定不得扣除就违反《企业所得法》第八条了，规范性文件怎么可能违法？
问十，支出没有发票，但能确定计税基础，查账征收，不能在发生年度扣除，那在哪年扣除？
这就要复习一下权责发生制了。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条规定了权责发生制，其内容总而言之就是：“扣除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但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个“税务总局另有规定除外”，就是对税务总局的授权，税务总局可以规定不遵循权责发生制的情况。
2018年28号公告“不得在发生年度扣除”的规定，正是基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条这个授权做出的。它只涉及扣除的程序——只规定了不得于何时扣除，只字未提能不能扣除。
问十一，就是说，只要不是发生年当年，之后哪一年都可以扣除？

是的。
2018年28号公告后，永远没有发票的情况，反而不能再按权责发生制扣除了。这种无票情况下，税务总局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条进行了“除外”规定。
分析一下就是：按《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真实相关合理就可以扣除;按2018年28号公告，仅仅不能在发生那一年扣、且不能再遵循权责发生制。
补充一下，2009年，税务总局还专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做出过规定：计税成本没有发票的金额，暂时不能扣，哪年取回发票，哪年再扣除，没有时限。

问十二，感觉怪怪的啊！
所得税政策与发票政策是两套系统、两张皮，强行缝到一起，肯定不会完美。
比较一下，增值税政策与增值税发票政策，就能缝合得天衣无缝，因为增值税发票的使用本身就依附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增值税纳税义务的确定也依附于增值税发票，它们像原厂配件一样相生。

问十三，怕就怕税务人员不这样认为
永远不会有发票时，想依法进行税前扣除，是一个瓷器活，*需要的其实是胆量和水平。有时看着别人扣了没事，可能你扣就出问题。
问十四，我感觉，17号公告出来后，实务中大家会这样认为：凡核定征收期间购入的无票资产，改为查账征收后都可以通过合同等资料的金额扣除;查账征收期间购入的无票资产，依然无法扣除。
是的，实际情况与法律规定，有时是不一样的。



附：2021年17号公告第四条原文：
四、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后有关资产的税务处理问题
(一)企业能够提供资产购置发票的，以发票载明金额为计税基础;不能提供资产购置发票的，可以凭购置资产的合同(协议)、资金支付证明、会计核算资料等记载金额，作为计税基础。
(二)企业核定征税期间投入使用的资产，改为查账征税后，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旧、摊销年限，扣除该资产投入使用年限后，就剩余年限继续计提折旧、摊销额并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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