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 万“咨询费”入账，遭查！补税超 200
万！税务局查账：你们公司到底咨询了啥？

产品名称 400 万“咨询费”入账，遭查！补税超 200
万！税务局查账：你们公司到底咨询了啥？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咨询费不是有发票就能入账的，一不小心就引来税局的追查！来看看下边的案例和给大家的提示

01 大额咨询费入账被税局追查！

案例一：某市税局在发票协查中查到受票方从新疆一公司取得400万元咨询费普通发票数张，并已经入账
。但该公司采用假发票入账、伪造银行转账流水等方式，虚构与新疆企业的咨询服务业务，虚列成本，
偷逃企业所得税。

针对该企业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1倍罚款共计200余万元的处理
决定。

案例二：在北京市税务机关的积极配合下，重庆市税务机关查明重庆 F
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虚构业务项目、使用假发票入账以及虚增成本等手段，隐瞒了 1116
万元的收入。稽查人员仔细审查了重庆 F 公司的电子账目，在分析管理费用时，发现该企业在 2015 年 8
月的 7 号凭证和 22 号凭证中，显示其通过银行向北京 X 公司分别支付了 400 万元和 390
万元的咨询服务费。

为什么该企业要向 X 公司支付如此高额的咨询费？稽查人员立即要求重庆 F
公司提供这两套凭证及其后的详细原始附件资料。

在审查原始附件时发现：

790 万元的服务费由 9 张增值税普通发票组成，这些发票由北京 X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开具，凭证附件中的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联显示，重庆 F 公司于 8 月 31 日将 790 万元汇入了北京 X



公司的账户。对于这笔支出，重庆 F 公司的解释是，因为北京 X 公司为其策划并代理了一个借款业务项
目，所以按照市场价格向其支付了中介服务费。然而，稽查人员并没有轻易相信该解释，而是继续对相
关各方的信息进行审核和分析。

经调查，重庆 F 公司通过使用假发票入账、伪造银行转账存根等手段，虚构了与北京三家企业的咨询服
务业务，虚列成本，共计隐瞒了 1116 万元的收入。

针对该企业的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依法作出了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 1 倍罚款共计 760
余万元的处理决定。

02 税务局是怎么知道我们企业有大额咨询费？

咨询费具体如何确定？

咨询费通常是指委托人为了获取有关事项的意见或建议，而向咨询人员或公司支付的报酬。例如，某企
业为了咨询税筹方案而向税务师支付的费用。一般来说，都是由相关的专业人士或机构提供相应的咨询
服务。

根据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咨询费可以全额税前扣除。然而，咨询费存在业务易虚构、真实性难以判
断的客观情况，导致咨询费成为虚开发票的重灾区。

如果大额咨询费难以提供完整的资料，无法证实业务真实性，就很容易引起税务稽查人员的质疑。

很多企业，觉得咨询费是服务费，只要做到合同流、发票流、资金流一致，即便税局查，也没啥问题。
真的是这样吗？

很显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要开了大额咨询发票，或者企业申报了大额咨询费，税务局第一时间系统
会亮红灯，因为在以往的税务稽查案件中，十有八九大额咨询费都是虚构的。

例如，某公司2023年发生咨询费400万已入账如下：

借：管理费用——咨询费 400万元

    贷：银行存款 400万元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时候，我们会申报《A104000期间费用明细表》第3行“咨询顾问费”400万。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后，税局很可能系统会预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无法提供有效合同，也无法清晰地说明咨询服务费的合理性，那么税务局可能
会质问企业：“这 400 万的咨询费究竟是用于咨询什么？”此时，企业将被税务局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可能有些小伙伴会认为，如果企业在汇算清缴时不申报期间明细表，税务局就不会进行检查。但很遗憾
，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企业不申报期间费用明细表，税务局也会对比随《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报送的《A100000
主表》中“管理费用”的金额。如果“管理费用”占比过高，同样会引发预警。

04 大额咨询费入账注意3点



1、公司发生大额咨询费支出，应签订相应合同

企业若有大额咨询费支出，应当签订相应合同。因为咨询服务不像有形货物那样可见可触摸，大额咨询
费容易引起税务局的关注。因此，一旦出现大额咨询费，企业应自行检查是否与服务提供方签订了规范
的业务合同，合同中是否明确了收费标准、咨询服务内容、争议解决办法等。

然而，许多企业的大额咨询费仅有简单的发票和银行转账记录，缺乏其他资料，难以证明业务的真实性
。此时，若税务局认定你接受了虚开的咨询费，你将难以自清。

2、公司发生大额咨询费支出，应注意与规模相匹配

企业发生大额咨询费支出时，应注意与规模相匹配。有些企业规模较小，每月销售额仅为 60、70
万，但每月却有 20、30 万的咨询费支出，这就需要打个问号了。大额咨询服务费加上企业日常的房租、
水电费、办公用品等支出，企业刚好无需缴纳太多增值税。此外，在所得税方面，加上人员工资的抵扣
，那么这个企业还能盈利吗？许多企业到了月底，由于大量缺票，会从“兄弟公司”获取一些发票来抵
扣进项，可能一个月税务局不会发现，两个月也是相安无事，三个月仍然安全⋯⋯久而久之，财务就会
在潜意识中接受这种虚开行为！最终被税务局稽查，也是迟早的事！

3、公司发生大额咨询费支出，应关注提供服务方的专业资质、业务相关性。

企业若有大额咨询费支出，应关注服务提供方的专业资质和业务相关性。财务在收到大额咨询服务费发
票后，不要急于入账，一定要比税务局更加谨慎，保持着对企业进行核查的警觉性。重点关注提供服务
单位的专业资质、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查看对方的经营范围是否与相关领域有关。如果提供发票
的单位与咨询业务毫不相关，也几乎没有专业技术人员，那么这个咨询服务费很可能是老板找人买来的
发票，只是不想让你知道而已。

05企业入账咨询费

应附哪些原始凭证？

对于企业大额费用的支出，原始凭证应当完整齐全，建议附有以下相关单据：

1、咨询费的发票；

2、咨询合同或者协议；

3、咨询项目内部立项书或者内部会议纪要；

4、银行付款流水；

5、企业付款审批单；

6、咨询成果报告；

7、咨询记录或者痕迹；

8、咨询项目验收单；

9、其他相关资料等。



提醒一：

一项费用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不仅仅是看证据链的表象，更看重的是业务背后的实质，一张发票
并不足以支撑业务的真实合理，因此业务的实质性测验至关重要。

提醒二：

任何业务从始至终均要形成一个闭环，比如咨询费，开始要有合同协议、过程要有咨询痕迹、结束要有
咨询成果或者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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