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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速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Ｄ ２． Ａ ３． Ａ ４． Ａ ５． Ｂ

６． Ｂ ７． Ａ ８． Ｄ ９． Ｃ １０． Ｂ

１１． Ｄ １２． Ｂ １３． Ａ １４． Ｄ １５． Ｄ

１６． Ｃ １７． Ａ １８． Ａ １９． Ｄ ２０． Ｃ

２１． Ｄ ２２． Ｂ ２３． Ｂ ２４． Ｃ ２５． Ｄ

２６． Ａ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ＢＣ ２． ＡＣ ３． ＡＢＣ ４． ＡＣＤ ５． ＡＣＤ

６． ＡＢＣ ７． ＡＢ ８． ＣＤ ９． ＡＣＤ １０． ＡＢＤ

１１． ＡＤ １２． ＢＣＤ １３． ＢＣＤ １４． ＡＢＣ １５． ＡＣＤ

１６． ＡＣＤ

详细解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Ｄ　 【解析】 国家征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 而非经济权力； 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 并不是指税法没

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 而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建立在其纳税义务的基础之上； 税法是引起税收法律关

系的前提条件， 但税法本身并不能产生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
２． Ａ　 【解析】 双重居民身份下最终居民身份判定标准的先后顺序为： 永久性住所、 重要利益中心、

习惯性居处、 国籍。
３． Ａ　 【解析】 根据“免抵退”的计算方法，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 ５００×６ ３×（１３％﹣ ９％）＝ １２６

（万元）， 应纳税额＝ ３５０×１３％－（３４０－１２６）＝ －１６８ ５（万元）， 即期末留抵税额为 １６８ ５ 万元， 免抵

退税额＝ ５００×６ ３×９％ ＝ ２８３ ５（万元）， 应退税额为 １６８ ５ 万元。
４． Ａ　 【解析】 选项 Ｂ， 为销售行为， 而非视同销售； 选项 Ｃ， 属于将外购货物用于职工福利， 属于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行为， 而不是视同销售行为； 选项 Ｄ， 属于将购进货物用于应税服务， 提供的应税

服务属于销售行为， 而非视同销售。
５． Ｂ　 【解析】 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时，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当期销售农产品数

量÷（１－损耗率） ×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 ９％ ÷（１＋ ９％） ＝ ８０÷（１－ ５％） × ６× ９％ ÷（１＋ ９％） ＝ ４１ ７２
（万元）。

６． Ｂ　 【解析】 选项 Ａ， 卷烟在生产环节、 进口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和批发环节缴纳消费税， 零售环节

不缴纳消费税； 选项 Ｃ， 普通护肤品不属于应税消费品， 不征收消费税； 选项 Ｄ， 外国政府、 国际

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属于增值税免税项目。
７． Ａ　 【解析】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１０×［２ ５×（１＋５０％）＋１５０÷１０ ０００］÷（１－５６％）＝ ８５ ５７（万元）；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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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消费税＝ ８５ ５７×５６％＋１５０×１０÷１０ ０００＝ ４８ ０７（万元）。
【思路点拨】 此处可以验算，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 ＝ ２ ５×（１＋５０％）×
１０＋４８ ０７＝ ８５ ５７（万元）， 和前面计算的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相等， 说明计算正确。

８． Ｄ　 【解析】 选项 Ａ， 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生产环节销售不征收消费税； 选项 Ｂ， 对于

酒类应税消费品而言， 除了从葡萄酒生产企业购进、 进口葡萄酒连续生产应税葡萄酒准予扣除所耗

用应税葡萄酒已纳消费税税款外， 其他的酒类产品不得扣除已纳消费税； 选项 Ｃ， 对于成品油而

言， 外购已税汽油、 柴油、 石脑油、 燃料油、 润滑油为原料连续生产的应税成品油准予扣除已纳消

费税， 其他的情形不允许扣除。
９． Ｃ　 【解析】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税额， 不包括滞纳金和罚款。 该企业当月应补缴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 （１８ ４＋
２２ ９５）×（７％＋３％＋２％）＝ ４ ９６（万元）。

１０． Ｂ　 【解析】 一个纳税年度内， 居民企业转让技术所得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部分， 免征企业所得税；
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部分，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其中减半征收是按照 ２５％的税率、 而非 １５％的税率

减半征收。 应纳企业所得税＝（１ ８００－４８０－５００）×５０％×２５％ ＝ １０２ ５（万元）。
１１． Ｄ　 【解析】 当年借款期限为 ３ １ ～ １２ ３１， 借款时间为 １０ 个月， 可以扣除的利息费用 ＝ ８００×６％×

１０ ／ １２＝ ４０（万元）； 利息费用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５６－４０＝ １６（万元）。
１２． Ｂ　 【解析】 选项 Ａ， 设备的日常修理支出计入当期费用； 选项 Ｃ， 推倒重置房屋的建造支出应并

入重置后的固定资产计税成本， 计提折旧； 选项 Ｄ， 自有房屋的改建支出， 如果尚未提足折旧，
需要计入资产计税基础， 重新确定资产折旧金额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１３． Ａ　 【解析】 选项 Ｂ， 非独生子女， 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２ ０００ 元的扣除额度， 每人分摊的额

度最高不得超过每月 １ ０００ 元， 可以由赡养人均摊或者约定分摊， 也可以由被赡养人指定分摊； 选

项 Ｃ， 赡养老人支出， 不考虑所赡养的老人人数； 选项 Ｄ， 被赡养人是指年满 ６０ 岁的父母（包括

生父母、 继父母、 养父母）， 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６０ 周岁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１４． Ｄ　 【解析】 季度奖应并入当月工资，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税； 剧本使用费按照“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缴纳个税。 当月应预扣预缴的个税＝（５ ０００ 工资＋８ ０００ 奖金－５ ０００ 基本费用－２ ０００ 赡养

老人专项附加扣除－５００ 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３％＋３０ ０００×（１－２０％）×２０％ ＝ ４ ９６５（元）。
１５． Ｄ　 【解析】 劳务报酬所得， 指个人独立从事各种非雇用的各种劳务所获得的收益。 张某来自 Ｂ 公

司的兼职收入， 要按照劳务报酬所得预缴个税， 而非工资、 薪金所得。
１６． Ｃ　 【解析】 选项 Ａ， 对企业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和向社会开放的公园用地， 暂免征收城镇土

地使用税， 对企业厂区（包括生产、 办公及生活区）以内的绿化用地， 应照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

税； 选项 Ｂ， 对盐场的盐滩、 盐矿的矿井用地， 暂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选项 Ｄ， 个人兴办幼

儿园用地不属于法定免缴， 由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税务局确定减免优惠。
１７． Ａ　 【解析】 该公司销售和抵债的车辆无需缴纳车辆购置税， 只有进口自用的 ２ 辆车需要缴纳车辆

购置税。 该公司应纳车辆购置税＝ ２×（２５＋２５×２８％）÷（１－９％）×１０％ ＝ ７ ０３（万元）。
１８． Ａ　 【解析】 土地使用权赠与、 房屋赠与， 需要缴纳契税， 由征收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售、 房屋

买卖的市场价格核定计税依据。
１９． Ｄ　 【解析】 耕地占用税的征税范围， 是纳税人为建设建筑物、 构筑物或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而占

用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耕地， 包括占用鱼塘及其他农用土地建房或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 选

项 Ａ、 Ｂ、 Ｃ 无需缴纳耕地占用税。
２０． Ｃ　 【解析】 技术咨询合同缴纳印花税， 除技术咨询合同外的其他咨询合同不属于印花税征税

范围。
２１． Ｄ　 【解析】 进口货物保险费无法确定或未实际发生， 保险费按货价与运费的 ３‰计算确定。 关税

完税价格＝（３０＋２）×６ ３＋（３０＋２）×６ ３×３‰＝ ２０２ ２０（万元）。
２２． Ｂ　 【解析】 占用林地、 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农用地建房或者从事

—２—



模拟试卷（一）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非农业建设的， 按规定征收耕地占用税。 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 飞机场跑道、 停机坪、 港口、 航

道、 水利工程占用耕地， 减按每平方米 ２ 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应缴纳耕地占用税＝ １×２０＋４×
２＝ ２８（万元）。

２３． Ｂ　 【解析】 选项 Ａ， 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用（排）水不

缴纳水资源税； 选项 Ｃ， 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从低征税； 选项 Ｄ， 对工程建设疏干

排水按照排水量征税。
２４． Ｃ　 【解析】 税务机关每年 ４ 月确定上一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并为纳税人提供自我查询服务。
２５． Ｄ　 【解析】 除国家机关、 个人和无固定生产、 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农村小商贩外， 都应按规定办理

税务登记。
２６． Ａ　 【解析】 对于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 由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 或者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ＢＣ　 【解析】 选项 Ａ， 属于税收法律； 选项 Ｄ， 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立法。
２． ＡＣ　 【解析】 纳税人取得的与其销售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

钩的财政补贴收入， 缴纳增值税； 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 无需缴纳增值税。 选项 Ｂ， 是

购置资产的补贴， 与销售无关， 无需缴纳增值税； 选项 Ｄ， 是按照收购数量给予的补贴， 而不是按

照销售数量或销售收入给予的补贴， 无需缴纳增值税。
３． ＡＢＣ　 【解析】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 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１）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税款所属期起， 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 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

零， 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５０ 万元；
（２）纳税信用等级为 Ａ 级或者 Ｂ 级；
（３）申请退税前 ３６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４）申请退税前 ３６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
（５）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４． ＡＣＤ　 【解析】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提供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服务或者无形资产， 如果属于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的， 实行免征增值税办法。 如果属于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的， 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税

办法， 外贸企业外购服务或者无形资产出口实行免退税办法， 外贸企业兼营适用零税率应税服务的

统一实行免退税办法。
５． ＡＣＤ　 【解析】 对外投资期间的投资成本，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企业在转让或者处置

投资资产时， 投资资产的成本， 准予扣除。
６． ＡＢＣ　 【解析】 选项 Ｄ， 发生纳税义务，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 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

报， 逾期仍不申报的， 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
７． ＡＢ　 【解析】 直接投资包括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进行的增资、 新建、 股权收购等权益性投资行

为， 但不包括新增、 转增、 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除外）。 具体包括： ①新增或

转增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 ②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 ③从非关联方收

购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 ④财政部、 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方式。
８． 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个人取得教育储蓄存款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 选项 Ｂ， 员工接受上市公司授

予的非公开交易的股票期权时， 除另有规定外， 一般不作为应税所得征税； 选项 Ｃ， 个人取得单张

有奖发票奖金所得不超过 ８００ 元（含 ８００ 元）的，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超过 ８００ 元全额纳税； 选

项 Ｄ， 对职工个人以股份形式取得的企业量化资产参与企业分配而获得的股息、 红利， 征收个人所

得税。
９． ＡＣＤ　 【解析】 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个税的情形包括： ①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

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 ②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等。
１０． ＡＢＤ　 【解析】 选项 Ｃ， 吨税的执照期限越长， 适用的单位税额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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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ＡＤ　 【解析】 选项 Ａ，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改制重组中以房地产投资入股， 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房地产投资入股， 需要照章缴纳土地增值税； 选项 Ｂ，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对

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选项 Ｃ， 因国家建设需要而依法征用、 收回的房地产， 免征

土地增值税。
１２． ＢＣＤ　 【解析】 房产原值是指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规定， 在账簿“固定资产”科目中记载的房屋原

价， 不包括在“在建工程”中记载的房屋原价。
１３． ＢＣＤ　 【解析】 车船税对机动车船和非机动驳船征收， 电动自行车不属于车船税的征税范围。
１４． ＡＢＣ　 【解析】 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税额， 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１５．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Ｂ， 学校、 幼儿园、 社会福利机构、 医疗机构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１６． ＡＣＤ　 【解析】 税务处理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含简易程序处罚）、 税收保全措施决定

书、 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阻止出境决定书以及税务稽查、 税务行政复议过程中使用的税务文书

等暂不适用税务文书电子送达规定。
三、 计算问答题

１． 【答案】
（１）本月甲企业向专卖店销售白酒应缴纳的消费税 ＝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０） ÷１ １３×２０％＋２０×２ ０００×

０ ５÷１０ ０００＝ ４９ ７９（万元）。 （２ 分）
【思路点拨】 白酒的销售额含品牌使用费、 优质费、 其他价外费用； 对于复合计税， 单位要

统一。
（２）乙企业代收代缴的消费税＝（１０＋１）÷（１－１０％）×１０％ ＝ １ ２２（万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药酒适用比例税率， 而非复合计税。
（３）本月甲企业销售瓶装药酒应缴纳的消费税＝ １ ８００×１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 １ ８０（万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瓶装药酒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加工后销售时需要缴纳消费税； 除外购、 进口

葡萄酒继续加工葡萄酒可以抵扣已纳消费税外， 其他酒类产品不得抵扣已纳消费税。
（４）甲企业分给职工散装药酒不缴纳消费税。 因为散装药酒在委托加工环节已经代收代缴消费

税。 （１ 分）
【思路点拨】
ａ． 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职工福利， 视同销售缴纳消费税；
ｂ． 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由于受托方已经代收代缴了消费税， 用于职工福利不属于高价

销售， 无需再缴纳消费税———本题目属于此种情况；
ｃ． 如果题目中分发给员工的福利是加工后的瓶装药酒， 需要按瓶装药酒的价格缴纳消费税。

这个题目的错误率会比较高， 大家要特别注意本知识点。
【英文答案】
（１）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ｐａｙ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ｗｈｉｔｅ ｗｉ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ｓｔ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ｎｔｈ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０）÷１ １３×２０％＋２０×２ 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０００＝ ４９ ７９（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ＲＭＢ）
（２）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 ＝ （１０＋１）÷（１－１０％）×１０％ ＝

１ ２２（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ＲＭＢ）
（３）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ｐａｙ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ｌ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ｌｉｑｕｏ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ｎｔｈ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 ＝

１ ８００×１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 １ ８０（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ＲＭＢ）
（４）Ｉｔ ｉｓ ｅｘｅｍｐ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ｌｉｑｕｏｒ ｉｎ ｂｕｌｋ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ｆ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
２． 【答案】

（１）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 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每月

４００ 元定额扣除。 同一学历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能超过 ４８ 个月。 （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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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全年应纳增值税税额为 ０。 因为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的形式出租不动产， 取得的

租金收入可在租金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 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不超过 １５ 万元的， 可享受小微

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故李某不缴纳增值税。 （１ 分）
（３）每月应纳房产税＝ ３ ０００×４％ ＝ １２０（元）。
全年应纳房产税＝ １２０×１０＝ １ ２００（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ａ． 个人出租住房， 减按 ４％计算缴纳房产税；
ｂ． 当年出租 １０ 个月， 而非 １２ 个月， 千万不可大意出错。
（４）３—４ 月以及 ９—１２ 月， 每月个人所得税税额＝（３ ０００－８００－１２０）×１０％ ＝ ２０８（元）。
５—８ 月， 每月个人所得税税额＝（３ ０００－８００－８００－１２０）×１０％ ＝ １２８（元）。
故 ２０２１ 年共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 ６×２０８＋４×１２８＝ １ ７６０（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ａ． 个人出租住房， 减按 １０％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ｂ． 题目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掉的 １２０ 元是出租房屋缴纳的房产税；
ｃ． 由纳税人负担的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每次 ８００ 元为限，

一次扣不完的下次继续扣除， 直到扣完为止。 所以 ５－８ 月每个月可以扣除 ８００ 元的修缮费用， ４ 个

月正好扣除 ３ ２００ 元修缮费用。
（５）营业收入＝ １８０ ０００（元）。
可扣除的营业费用＝ １００ ０００×４０％ ＝ ４０ ０００（元）。
财产保险费可税前扣除。
税收滞纳金不可税前扣除， 因此税前可以扣除的营业外支出＝ 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元）。
由于李某无综合所得， 因此在计算经营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扣除基本减除费用 ６ 万元和继

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应纳税所得额＝ １８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４００×４＝ ６０ ４００（元）。
应纳税额＝ ６０ ４００×１０％－１ ５００＝ ４ ５４０（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ａ．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 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和个人、 家庭费用。 对于生产经

营与个人、 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 ４０％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 准予扣除；
ｂ． 营业外支出中的税收滞纳金不得税前扣除， 因此允许扣除的营业外支出＝ １ ５－０ ５＝ １（万元）。

３． 【答案】
（１）业务（１）应纳印花税为 ５ 元。 因为权利、 许可证照实行定额税率， 每件 ５ 元。 （１ 分）
（２）业务（２）应纳印花税＝ ３ ０００×０ ３‰＝ ０ ９（万元）（１ 分）
【思路点拨】 技术开发合同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不包括研究开发经费， 仅以报酬金额作为计税

依据。
（３）业务（３）应纳印花税＝（８ ５００＋４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 ３‰＝ ６ ７５（万元）（１ 分）
【思路点拨】 以货换货合同应该以销售和购入金额的合计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４）业务（４）应纳印花税＝（２ 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５０％ ＝ ０ ６２５（万元）（１ 分）
【思路点拨】 记载资金的营业账簿计算缴纳印花税， 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 减半征收印花税。

其他账簿不再征收印花税。
（５）契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因为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纳税人签订土地、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天， 或取得其他具有土地、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的凭证的当天。
税务机关要求企业补缴契税并缴纳滞纳金的处理不正确， 因为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 房

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契税。 只要该企业并未办理土地、 房屋权属登记手续， 未构成延期纳

税， 无需缴纳滞纳金。 （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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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答案】
（１）销项税额＝（３ ６００－１ ８００）÷（１＋９％）×９％ ＝ １４８ ６２（万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ａ． 差额计税的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适用一般

计税方法计税， 按照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对应的土地价款后的余

额计算销售额；
ｂ． 对房地产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 公积金管理中心、 开发企业以及物业管理单位代收的住

房专项维修基金， 不计征增值税。
（２）销项税额＝（３２０＋２８０）÷（１＋６％）×６％ ＝ ３３ ９６（万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酒店餐饮收入及客房收入按生活服务缴纳增值税， 税率为 ６％。
（３）销项税额＝（１ ５００＋６０）÷（１＋９％）×９％ ＝ １２８ ８１（万元）。 （１ ５ 分）
【思路点拨】 承包室内装修工程取得的收入按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 税率为 ９％； 装修过程中

收取的辅助材料款属于混合销售的款项， 应该按照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
（４）销项税额＝ ２４０÷（１＋９％）×９％ ＝ １９ ８２（万元）。
该房地产公司当月合计应缴纳的增值税 ＝ １４８ ６２＋３３ ９６＋１２８ ８１＋１９ ８２－１ ２００×１３％ ＝ １７５ ２１

（万元）。 （１ ５ 分）
【思路点拨】
ａ． 出租不动产应按 ９％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ｂ． 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 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ｃ． 购进的材料取得专票， 按照 １３％抵扣进项税额。

四、 综合题

１． 【答案】
（１）向住客收取的赔偿款需要缴纳增值税， 因为该款项属于宾馆提供住宿服务收取的价外费用。
业务（１）销项税额＝（３１８＋１ ０６＋９８）÷（１＋６％）×６％＋４ ８＝ ２８ ４１（万元）（１ 分）
（２）业务（２）销项税额＝ ２ １８÷（１＋９％）×９％＋（７ ８３－２ １８）÷（１＋１３％）×１３％ ＝ ０ ８３（万元）（１ 分）
【思路点拨】 农林特产属于初级农产品， 适用 ９％的增值税税率。
（３）应纳增值税税额＝ ５÷（１＋３％）×２％ ＝ ０ １（万元）（１ 分）
（４）不缴纳增值税。
理由： 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收益， 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 不征

收增值税。 （１ 分）
（５）需要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销项税额＝（３０６－２００）÷（１＋６％）×６％ ＝ ６（万元）（１ 分）
【思路点拨】 转让上市公司的股票属于转让金融商品， 应该按照买卖价差缴纳增值税。
（６）预缴增值税＝（５２０－１００）÷（１＋５％）×５％ ＝ ２０（万元）
应纳城建及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２０×（７％＋３％＋２％）＝ ２ ４（万元）
合计＝ ２０＋２ ４＝ ２２ ４（万元）（１ 分）
【思路点拨】 （１）转让营改增之前取得的非自建不动产， 简易计税时差额计税；
（２）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的， 需要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增值税。
（７）业务（７）的销项税额为 ０。
因为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和该卡充值时增值税纳税义务未发生， 只有在客户实际消费时增值

税才发生。 （１ 分）
（８）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３０×９％＋７×９％ ＝ ３ ３３（万元）（１ 分）
【思路点拨】 购进农产品用于提供 ６％税率的服务， 进项税额可以按照 ９％抵扣； 取得小规模纳

税人开具的 ３％征收率的专票， 也可以按照 ９％抵扣进项税额。
（９）业务（９）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 （１ ５＋０ ６８） ÷（１＋９％） ×９％＋０ ０７２１÷（１＋３％） ×３％ ＝ 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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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１ 分）
（１０）当期代扣代缴的增值税额＝ １０ ６÷（１＋６％）×６％ ＝ ０ ６（万元）
无需扣缴城建税及附加。
当期扣缴的预提所得税额＝ １０ ６÷（１＋６％）×１０％ ＝ １（万元）
合计＝ ０ ６＋１＝ １ ６（万元）（２ 分）
【思路点拨】 ａ 特许权的接受方在境内， 而且该特许权在境内使用， 属于发生在境内的服务，

需要缴纳我国的增值税；
ｂ 因为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税额， 不征

收城建税及附加；
ｃ 企业所得税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所得来源地， 按照负担、 支付所得的企业或者机构、 场

所所在地， 个人的住所地确定， 该项业务属于来源于我国的所得， 需要扣缴预提所得税， 预提所得

税税率 １０％。
（１１）关税＝ ６０×１５％ ＝ ９（万元）
组成计税价格＝（６０＋９）÷（１－９％）＝ ７５ ８２（万元）
应纳消费税＝ ７５ ８２×９％ ＝ ６ ８２（万元）
应纳增值税＝ ７５ ８２×１３％ ＝ ９ ８６（万元）
车辆购置税＝ ７５ ８２×１０％ ＝ ７ ５８（万元）
合计＝ ９＋６ ８２＋９ ８６＋７ ５８＝ ３３ ２６（万元）（２ 分）
（１２）当期销项税额合计＝ ２８ ４１＋０ ８３＋６＝ ３５ ２４（万元）
当期进项税额合计＝ ３ ３３＋０ １８＋０ ６＋９ ８６＋８ ５＝ ２２ ４７（万元）
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３５ ２４－２２ ４７＝ １２ ７７（万元）
业务（６）应纳增值税 ２０ 万元， 已经在外地预缴增值税 ２０ 万元。
简易计税的应纳税额＝ ０ １＋２０＝ ２０ １（万元）
当期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 １２ ７７＋２０ １－２０＝ １２ ８７（万元）（２ 分）

２． 【答案】
（１）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分两种情况： ①按照协议（合同）约定直接支

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 作为劳务费支出。 ②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费用， 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

和职工福利费支出。 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费用， 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 作为计算

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由于题目中是支付给劳务派遣企业， 因此 ２０ 万元应该计入劳务费支出， 不应该计入工资薪金

支出。 工资薪金支出中要扣除 ２０ 万元。 （２ 分）
（２）２０２１ 年度的会计利润总额＝ １ ０００＋２０－８００－１２－１－２５－３０－５＝ １４７（万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对于错入“工资薪金支出” 的劳务费 ２０ 万元， 并不影响会计利润， 所以无需

调整。 　 　 　 　 　
（３）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的 ６０％ ＝ １８×６０％ ＝ １０ ８（万元）。
销售收入的 ５‰＝（１ ０００＋２０）×５‰＝ ５ １（万元）。
业务招待费税前实际扣除 ５ １ 万元。
业务招待费纳税调增＝ １８－５ １＝ １２ ９（万元）。
会议费和符合规定的财产保险费是可以据实扣除的。
管理费用应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１２ ９ 万元。 （２ 分）
【思路点拨】 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 按照发生额的 ６０％扣除， 但

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５‰。
（４）财务费用因无法出具发票， 全额纳税调增 ５ 万元。 （１ 分）
（５）工资薪金总额＝ ２２０－２０＝ ２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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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限额 ＝ ２００×１４％ ＝ ２８（万元）， 实际发生额 ＝ ４５（万元）， 超标， 纳税调增

额＝ ４５－２８＝ １７（万元）。
工会经费税前扣除限额＝ ２００×２％ ＝ ４（万元）， 实际发生额 ＝ １５（万元）， 超标， 纳税调增额 ＝

１５－４＝ １１（万元）。
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 ２００×８％ ＝ １６（万元）， 实际发生额＝ ２（万元）， 无需纳税调整。
三项经费共需纳税调增＝ １７＋１１＝ ２８（万元）。 （２ 分）
（６）固定资产单位价值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 可以一次性扣除。
纳税调减＝ １００－２ ５＝ ９７ ５（万元）。 （２ 分）
（７）企业为员工家庭财产缴纳的商业保险不允许税前扣除， 需要纳税调增 ５ 万元。
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不得税前扣除， 需要纳税调增 ７ 万元。
其他业务成本需纳税调增＝ ５＋７＝ １２（万元）。 （２ 分）
（８）企业支付的行政性罚款不得税前扣除， 需要纳税调增 １ 万元。 （１ 分）
（９）２０２１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１４７＋１２ ９＋５＋２８－９７ ５＋１２＋１＝ １０８ ４（万元）。 （１ 分）
（１０）２０２１ 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 １００×１２ ５％×２０％＋（１０８ ４－１００） ×５０％×２０％ ＝ ３ ３４

（万元）。 （２ 分）
【思路点拨】 该企业资产总额 ２５ 万元， 未超过 ５ ０００ 万元； 从业人数 ３０ 人， 未超过 ３００ 人； 应

纳税所得额未超过 ３００ 万， 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

模拟试卷（二）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答案速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Ｃ ２． Ｃ ３． Ｄ ４． Ｄ ５． Ａ

６． Ａ ７． Ａ ８． Ｄ ９． Ｄ １０． Ｃ

１１． Ａ １２． Ｂ １３． Ｂ １４． Ａ １５． Ａ

１６． Ｃ １７． Ｄ １８． Ｂ １９． Ｃ ２０． Ｃ

２１． Ａ ２２． Ｄ ２３． Ｄ ２４． Ｄ ２５． Ｃ

２６． Ｂ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ＢＤ ２． ＡＢＣ ３． ＡＢＣＤ ４． ＡＣＤ ５． ＣＤ

６． ＡＣ ７． ＡＢＣ ８． ＢＣＤ ９． ＢＣＤ １０． ＢＣＤ

１１． ＡＤ １２． ＢＣＤ １３． ＢＣ １４． ＡＢＣ １５． ＢＣ

１６． ＡＤ

详细解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Ｃ　 【解析】 选项 Ａ， 房产税适用比例税率； 选项 Ｂ， 土地增值税适用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选项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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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中的综合所得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选项 Ｄ， 资源税以比例税率为主， 辅之以定额

税率。
２． Ｃ　 【解析】 选项 Ａ、 Ｂ、 Ｄ 均属于兼营行为。
３． Ｄ　 【解析】 ２０２１ ４ １～２０２２ １２ ３１ 期间，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 合计月销售额

未超过 １５ 万元（以 １ 个季度为 １ 个纳税期的， 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４５ 万元）的， 免征增值税。
４． Ｄ　 【解析】 对于符合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 增量留抵退税的计算公式是： 增量留抵税额×

进项构成比例； 对于符合条件的一般企业， 增量留抵退税的计算公式是：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

比例×６０％。
５． Ａ　 【解析】 该企业本月应纳增值税＝ １５８ ０８０÷（１＋３％）×３％ ＝ ４ ６０４ ２７（元）。
６． Ａ　 【解析】 宾馆、 旅馆、 旅社、 度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宿场所提供会议场地及配套服务的活动，

按照“会议展览服务”缴纳增值税。
７． Ａ　 【解析】 选项 Ｂ、 Ｃ 适用免税但不退税政策， 选项 Ｄ 适用不免税不退税政策。
８． Ｄ　 【解析】 粮食白酒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 在批发环节不征收消费税； 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征

收消费税， 在生产销售环节、 进口环节不征收消费税。
９． Ｄ　 【解析】 按照契税法的规定， 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 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契税。
１０． Ｃ　 【解析】 一个纳税年度内， 居民企业转让技术所有权所得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部分， 免征企业所

得税； 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部分，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 ＝ （１ ５５０－６００－５００） ×
５０％×２５％ ＝ ５６ ２５（万元）。

１１． Ａ　 【解析】 由于收入无法准确确定， 成本费用可以准确确定， 因此按成本费用核定应纳税所得

额。 应纳税所得额＝ １６０÷（１－２０％）×２０％ ＝ ４０（万元）， 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未超过 ３００ 万元， 从业

人数未超过 ３００ 人， 资产总额未超过 ５ ０００ 万元， 属于小型微利企业， 应纳企业所得税 ＝ ４０×
１２ ５％×２０％ ＝ １（万元）。

１２． Ｂ　 【解析】 在企业所得税中， 转让权益性投资资产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确定所得来源地。
１３． Ｂ　 【解析】 无论委托方是否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受托方均不得加计扣除。
１４． Ａ　 【解析】 进口环节增值税不作为城建税的计税依据。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其城建税的

纳税地点在代扣代收地。 应纳城建税＝（５３０－３０）×５％ ＝ ２５（万元）。
１５． Ａ　 【解析】 节能汽车， 减半征收车船税； 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船税。 题目中使用新能源的纯电动

商用车属于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船税。 全年应纳车船税＝ ２０×１０×８０＋１０×７００×５０％ ＝ １９ ５００（元）。
１６． Ｃ　 【解析】 选项 Ａ， 以作价投资、 偿还债务、 划转、 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 房屋权属的， 应照章

征收契税； 选项 Ｂ， 非法定继承人受赠房产， 要按规定缴纳契税； 选项 Ｄ， 承受国有土地使用权，
要计征契税， 并且不得因减免土地出让金而减免契税。

１７． Ｄ　 【解析】 运输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取得的运输费金额（运费收入）， 不包括所运货物的金额、 装

卸费和保险费等。 应纳印花税＝（１５ ０００－３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５‰＝ ６ ７５（元）。 应纳税额不足 １ 角的， 免

纳印花税； １ 角以上的， 其税额尾数不满 ５ 分的不计， 满 ５ 分的按 １ 角计算， 因此应该缴纳 ６ ８ 元

的印花税。
１８． Ｂ　 【解析】 选项 Ａ， 除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计入进口货物完税价格中， 购货佣金不包括

在进口货物完税价格中； 选项 Ｃ、 Ｄ， 厂房、 机械或者设备等货物进口后发生的建设、 安装、 装

配、 维修或者技术援助费用和进口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发生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

费， 在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 不计入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１９． Ｃ　 【解析】 稠油、 高凝油减征 ４０％资源税。
２０． Ｃ　 【解析】 占用基本农田的， 应按适用税额加按 １５０％征收。 应纳税额 ＝ １ ５００ × ６ × １５０％ ＝

１３ ５００（元）。
２１． Ａ　 【解析】 应税船舶未按照规定交验吨税执照及其他证明文件的， 由海关责令限期改正， 处二千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 处不缴或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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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罚款， 但罚款不得低于二千元。
２２． Ｄ　 【解析】 选项 Ａ，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 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 并且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

境的， 应当以境外加工费和料件费以及该货物复运进境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为基础审查

确定完税价格。 选项 Ｂ， 留购的租赁货物以海关审查确定的留购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选项 Ｃ， 易货

贸易、 寄售、 捐赠、 赠送等不存在成交价格的进口货物， 按照“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的规定，
估定完税价格。

２３． Ｄ　 【解析】 若外国机构不遵守 ＦＡＴＣＡ， 美国将对外国机构来源于美国的所得和收入扣缴 ３０％的惩

罚性预提所得税。
２４． Ｄ　 【解析】 近三个评价年度内存在非经常性指标信息的， 从 １００ 分起评； 近三个评价年度内没有

非经常性指标信息的， 从 ９０ 分起评。
２５． Ｃ　 【解析】 通过实地观察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 仓库、 工地等现场的生产经营及存货等情况，

发现纳税问题或验证账中可疑问题， 是观察法体现。
２６． Ｂ　 【解析】 行政复议期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行政复议终止： ①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

请， 行政复议机构准予撤回的； ②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死亡， 没有近亲属， 或者其近亲属放弃行政

复议权利的； ③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 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④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照规定， 经行政复议机构准许达成和解的； ⑤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以后， 发

现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已经先于本机关受理， 或者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ＢＤ　 【解析】 刑法是关于犯罪、 刑事责任、 刑罚的法律。 税法是用来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 两者的

调整范围不同。 违反了税法， 并不等于是犯罪。
２． ＡＢＣ　 【解析】 选项 Ａ， 单位或个体工商户为聘用的员工提供服务， 为非经营性活动， 不征收增值

税； 选项 Ｂ、 Ｃ， 属于不征收增值税的范围； 选项 Ｄ， 属于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收取的价外费用，
应该计算缴纳增值税。

３． ＡＢＣＤ　 【解析】 上述表述均是正确的。
４．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Ｃ、 Ｄ， 均属于视同销售应征收消费税； 选项 Ｂ， 属于生产必备环节， 不缴

纳消费税。
５． ＣＤ　 【解析】 转让旧房及建筑物的， 按房屋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

和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以及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作为扣除项目金额计征土地增值税。
６． ＡＣ　 【解析】 选项 Ａ， 购置的新车船， 购置当年的应纳税额自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月、 而非次月起按

月计算； 选项 Ｃ， 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车船税的， 纳税地点为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７． ＡＢＣ　 【解析】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自海关放行之日起 ３０ 日内退货的， 可申请退税， 并相应

调整个人年度交易总额。
８． ＢＣＤ　 【解析】 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包括：

（１）从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 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除专项扣除后的余额超过 ６ 万元；
（２）取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一项或者多项所得， 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

减除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 ６ 万元；
（３）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
（４）纳税人申请退税。

９． ＢＣＤ　 【解析】 个人的房屋租赁所得没有免税规定。
１０． ＢＣＤ　 【解析】 公园自用的土地免征土地使用税， 但公园附设的营业单位如饮食部、 茶社、 照相馆

等使用的土地不属于免税范围。
１１． ＡＤ　 【解析】 选项 Ｂ， 非居民账户在本年度内注销的， 余额为零， 同时应当注明账户已注销， 没

有免于报送的规定。 选项 Ｃ， 金融账户信息中涉及金额的， 应当按原币种报送并且标注原币种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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