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３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税法·模拟试卷（一）
参考答案及解析

答 案 速 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２ Ｂ ３ Ａ ４ Ｂ ５ Ａ

６ Ａ ７ Ｄ ８ Ｂ ９ Ｄ １０ Ｂ

１１ Ｂ １２ Ｄ １３ Ｃ １４ Ｃ １５ Ｂ

１６ Ｂ １７ Ｂ １８ Ｂ １９ Ｃ ２０ Ｄ

２１ Ａ ２２ Ｂ ２３ Ｄ ２４ Ｂ ２５ Ｂ

２６ Ａ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Ｄ ２ ＡＣ ３ ＢＣ ４ ＡＤ ５ ＡＢＤ

６ ＡＤ ７ ＡＤ ８ ＡＢＣ ９ ＡＢＣ １０ ＡＢＤ

１１ ＡＢＣＤ １２ ＣＤ １３ ＢＤ １４ ＡＣＤ １５ ＢＣＤ

１６ ＡＢＣＤ

详 细 解 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解 析】 选项 Ａ， 国家征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 而非经济权力； 选项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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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Ｄ， 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

双方法律地位平等， 但权利、 义务不对等。
２． Ｂ　 【解 析】 根据“免抵退”的计算方法，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 ５００×６ ６×（１３％－

９％）＝ １３２（万元）， 应纳税额＝ ３５０×１３％－（３４０－１３２）＝ －１６２ ５（万元）， 即期末留抵税额为 １６２ ５ 万

元， 免抵退税额＝ ５００×６ ６×９％ ＝ ２９７（万元） ＞期末留抵税额 １６２ ５ 万元， 应退税额为 １６２ ５ 万元；
免抵税额＝免抵退税额－应退税额＝ ２９７－１６２ ５＝ １３４ ５（万元）。

３． Ａ　 【解 析】 选项 Ｂ， 为特殊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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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无需

视同销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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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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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Ａ　 【解 析】 选项 Ａ， 电子烟在生产环节、 进口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和批发环节缴纳消费税， 所以

批发环节销售的电子烟既需要缴纳增值税， 也需要缴纳消费税； 选项 Ｂ， 金银首饰改在零售环节征

收消费税， 因此生产环节销售的金基合金首饰只缴纳增值税， 不缴纳消费税； 选项 Ｃ， 酒精不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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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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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Ｄ　 【解 析】 选项 Ａ， 外购已税涂料生产的涂料不得扣除已纳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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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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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Ｄ　 【解 析】 选项 Ａ、 Ｂ、 Ｃ， 不得税前扣除； 选项 Ｄ， 允许全额扣除。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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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Ｂ　 【解 析】 选项 Ｂ， 准予扣除的期限为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 ３ 周岁的前一个月， 而非当月。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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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Ｃ　 【解 析】 选项 Ａ， 个体户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不得税前扣除； 选项 Ｂ， 个体户直接对受益

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选项 Ｄ， 个体户代其从业人员或者他人负担的税款， 不得税前扣除。
１４． Ｃ　 【解 析】 选项 Ａ、 Ｂ， 境内外技术培训及境外考察费用不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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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或技术援助费用不计

入关税完税价格， 但是保修费用除外。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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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Ｂ　 【解 析】 选项 Ｂ， 环境保护税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负责对污染物监测

管理。
１７． Ｂ　 【解 析】 选项 Ｂ， 对盐场的盐滩、 盐矿的矿井用地， 暂免征收土地使用税。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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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Ｃ　 【解 析】 选项 Ａ、 Ｂ， 无免税规定， 应该正常缴纳契税； 选项 Ｃ，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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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 军事单位承受土地、 房屋用于办公、 教学、 医疗、 科研和军事设施的， 免征契税； 选项 Ｄ，
以自有房产作股投入本人独资经营、 而非合伙企业的企业， 免征契税。

２０． Ｄ　 【解 析】 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是指在我国境内购置应税车辆的单位和个人。 其中购置是指购

买使用行为、 进口使用行为、 受赠使用行为、 自产自用行为、 获奖使用行为以及以拍卖、 抵债、
走私、 罚没等方式取得并使用的行为， 选项 Ｄ， 属于取得并使用的行为， 需要缴纳车辆购置税。

２１． Ａ　 【解 析】 按照车船税的规定， 乘用车、 客车（包括电车）、 摩托车以“每辆”为计税单位； 货车

（包括半挂牵引车、 挂车、 客货两用汽车、 三轮汽车、 低速货车）、 专用作业车、 轮式专用机械

车， 以“整备质量每吨”为计税单位； 机动船舶， 以“净吨位每吨”为计税单位； 游艇以“艇身长度

每米”为计税单位。
２２． Ｂ　 【解 析】 企业或个人向主管其所得税的县级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２３． Ｄ　 【解 析】 教育费附加属于费用， 不适用征管法； 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海关征收的船舶吨税不

适用征管法。
２４． Ｂ　 【解 析】 欠缴税款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在处分其不动产或大额资产之前， 应当向税务

机关报告。
２５． Ｂ　 【解 析】 选项 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设定各种税务行政处

罚； 选项 Ｃ， 国务院可以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税务行政处罚； 选项 Ｄ，
税务局及其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 法规、 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 在税收法律、 法

规、 规章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是一种执行税收法律、
法规、 规章的行为， 不是对税务行政处罚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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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Ｄ　 【解 析】 选项 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

定的税收法律， 而非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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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Ｃ　 【解 析】 选项 Ａ， 资产总额指标按照纳税人上一会计年度年末值、 而非全年季度平均值确定；

选项 Ｄ，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 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
４． ＡＤ　 【解 析】 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 以购买价款为成本； 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

得的投资资产， 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５． ＡＢＤ　 【解 析】 企业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 器具， 单位价值

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 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但是新购进的房产

不属于加速折旧范围。
６． ＡＤ　 【解 析】 自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在缴费环节， 个人向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 按照 １２ ０００ 元 ／ 年的限额标准， 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
７． ＡＤ　 【解 析】 选项 Ｂ、 Ｃ， 按“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８． ＡＢＣ　 【解 析】 选项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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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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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消费税税额， 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９． ＡＢＣ　 【解 析】 选项 Ｄ， 经海关批准， 实行集中申报的进出口货物， 应该适用每次货物进出口时海

关接受该货物申报之日实施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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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ＡＢＣＤ　 【解 析】 上述 ４ 个选项均正确。
１２． ＣＤ　 【解 析】 选项 Ｃ， 以房地产抵债而发生房地产权属转让， 应该征收土地增值税； 选项 Ｄ， 对

于一方出地， 一方出资金， 双方合作建房， 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 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建

成后转让的， 应征收土地增值税。
１３． ＢＤ　 【解 析】 选项 Ａ、 Ｃ， 不属于车船税征税范围。
１４． ＡＣＤ　 【解 析】 选项 Ｂ， 应税凭证的标的为股权的， 该股权为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 而不是以销

售方或者购买方是否在境内作为判断标准。
１５． ＢＣＤ　 【解 析】 常设机构的特点包括： ①该营业场所是实质存在的， 没有规模或范围上的限制，

选项 Ａ 错误； ②该营业场所是相对固定的， 并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选项 Ｂ 正确； ③全

部或部分的营业活动是通过该营业场所进行的， 选项 Ｃ 正确； 常设机构通常包括管理场所， 分支

机构， 办事处， 工厂， 作业场所， 矿场、 油井或气井、 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选

项 Ｄ 正确。
１６． ＡＢＣＤ　 【解 析】 上述四个选项均为对纳税信用 Ｄ 级的纳税人采取的措施。

三、 计算问答题

１． 【答 案】
（１）税务机关应核定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的两种情况： ①白酒生产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

白酒， 生产企业消费税计税价格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７０％以下的； ②纳税人将

委托加工收回的白酒销售给销售单位， 消费税计税价格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不含增值

税）７０％以下的。 （２ 分）
（２）业务（１）甲企业应纳消费税＝ ２ ５×１０×２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０００＝ ６（万元）。 （１ 分）
（３）业务（２）甲企业应纳消费税 ＝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０） ÷１ １３×２０％＋２０×２ 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０００ ＝ ４９ ７９

（万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１）白酒的销售额含品牌使用费、 优质费； （２）除啤酒、 黄酒外， 其他酒类产品的

包装物押金收取时就要计算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 （３）对于复合计税， 单位要统一。
（４）业务（３）甲企业应纳消费税＝ ３×５０×２０％＋５０×２ 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０００＝ ３５（万元）。 （１ 分）
【英文答案】
（１）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ａｘ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ａｌｌ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ｓｓｅｓｓ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ｌｉｑｕ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①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ｌｉｑｕ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ｑｕ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７０％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ａｌｅｓ ｐｒｉｃｅ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Ｖ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ｑｕｏｒ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ｕｎｉｔ； ②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 ｓ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ｌｉｑｕ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ｔｈｅ
ｔａｘ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７０％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ａｌｅｓ ｐｒｉｃｅ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Ｖ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ｌ⁃
ｉｎｇ ｕｎｉｔ （２ Ｍａｒｋ）

（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ｐａｙａｂｌｅ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 ２ ５×１０×２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０００ ＝

６（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１ Ｍａｒｋ）
（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ｐａｙａｂｌｅ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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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０）÷１ １３×２０％＋２０×２ 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０００＝ ４９ ７９（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１ Ｍａｒｋ）
（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ｐａｙａｂｌｅ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 ＝ ３×５０×２０％＋５０×２ 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０００ ＝

３５（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１ Ｍ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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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个体户生产经营活动中， 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和个人、 家庭费用。 对于因生产经营

与个人、 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 其 ４０％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 准予扣除。
可扣除的营业费用＝ １５０ ０００×４０％ ＝ ６０ ０００（元）。 （１ 分）
（３）由于李某只有经营所得， 无综合所得， 因此可以在经营所得中申报减除费用 ６ 万元、 专项

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在办理汇算清缴时减除。 （１ 分）
（４）李某的工资不得扣除， 个体户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 １８ ０００ 元允许扣除； 其基本费用

６０ ０００ 元、 专项扣除 ６ ０００ 元、 专项附加扣除 ４９ ２００ 元（赡养老人 ２４ ０００ 元、 ３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１２ ０００ 元、 子女教育 １２ ０００ 元， 继续教育支出 １ ２００ 元）允许扣除。
营业费用允许扣除 ６０ ０００ 元， 其余的 ９０ ０００ 元不得扣除； 税收滞纳金 ５ ０００ 元不得扣除。
李某经营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１ ８００ ０００－（１ ２００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

４９ ２００）＝ ６５９ ８００（元）。 （１ 分）
（５）应纳个人所得税＝（６５９ ８００×３５％－６５ ５００）×５０％ ＝ ８２ ７１５（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的部分， 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 再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３． 【答 案】

（１）业务（１）应纳印花税＝ ２８０ ０００×０ ５‰＝ １４０（万元）。 （１ 分）
【思路点拨】 自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权利许可证照不再征收印花税。
（２）Ａ 公司应该以 １９０ ８８０ 万元作为计税依据， 按照建设工程合同计算缴纳印花税， Ｂ 公司和 Ｃ

公司分别以 １９０ ０００ 万元、 ８８０ 万元作为计税依据， 按照建设工程合同计算缴纳印花税。 （１ 分）
【思路点拨】 同一应税凭证由两方以上当事人书立的， 按照各自涉及的金额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同一应税合同、 应税产权转移书据中涉及两方以上纳税人， 且未列明纳税人各自涉及金额的， 以纳

税人平均分摊的应税凭证所列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确定计税依据。
（３）Ａ 公司应当于书立应税合同的首个纳税申报期申报应税合同书立情况， 但不缴纳税款； 在

实际结算后下一个纳税申报期， 以实际结算金额计算申报缴纳印花税。 （１ 分）
【思路点拨】 应税合同、 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额， 在后续实际结算时确定金额的， 纳税人应

当于书立应税合同、 产权转移书据的首个纳税申报期申报应税合同、 产权转移书据书立情况， 但不

缴纳税款； 在实际结算后下一个纳税申报期， 以实际结算金额计算申报缴纳印花税。
（４）委托贷款合同的印花税纳税人是受托人 Ｅ 银行和借款人 Ｆ 公司， 不包括委托人 Ａ 公司； 借

款合同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是利息， 而非本金。 （１ 分）
（５）业务（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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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案】
（１）Ａ 项目应预缴的增值税＝ ８８０ ０００÷１ ０５×３％ ＝ ２５ １４２ ８６（万元）。 （１ 分）
（２）Ｂ 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时需要缴纳的契税＝ ５６０ ０００×３％ ＝ １６ ８００（万元）。 （０ ５ 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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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时需要缴纳的印花税＝ ５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５％ ＝ ２８０（万元）。 （０ ５ 分）
（３）Ｂ 项目应预缴的增值税＝ ７８０ ０００÷１ ０９×３％ ＝ ２１ ４６７ ８９（万元）。 （１ 分）
（４）Ｂ 项目在将房屋交付业主时差额纳税抵减后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 （７８０ ０００－５６０ ０００×７０％）÷

１ ０９×９％ ＝ ３２ ０３６ ７０ （万元）。 （１ 分）
（５）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的范围包括： ①土地受让人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

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②在取得土地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费。
（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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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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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按照买卖价差计算缴纳增值税。
（６）应预缴的增值税＝（５２０－１００）÷（１＋５％）×５％ ＝ ２０（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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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纳税义务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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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率的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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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１ 分）
（１０）当期应代扣代缴的增值税税额＝ １０ ６÷（１＋６％）×６％ ＝ ０ ６（万元）。
无需扣缴城市维护建设税及附加。
当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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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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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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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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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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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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纳车辆购置税＝ ７５ ８２×１０％ ＝ ７ ５８（万元）。
合计＝ ９＋６ ８２＋９ ８６＋７ ５８＝ ３３ ２６（万元）。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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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３５ ２４－２２ ４７＝ １２ ７７（万元）。
加计抵减的进项税额 ＝ ２２ ４７ × １０％ ＝ ２ ２５ 万元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１２ ７７ 万元， 因此按照

２ ２５ 万元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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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２ ２５＋２０ １－２０＝ １０ 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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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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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份取得发票的业务招待费允许在 ２０２２ 年所得税前按规定在限额内扣除。
理由： 只要企业在汇算清缴前取得合格的扣税凭证的， 可以按规定扣除。 （１ 分）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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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财务费用因未取得发票， 全额纳税调增 ５ 万元。 （１ 分）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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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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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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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经费合计纳税调增＝ １７＋１１＝ ２８（万元）。 （２ 分）
（７）固定资产单位价值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 可以一次性税前扣除。
纳税调减＝ １００－２ ５＝ ９７ ５（万元）。 （１ 分）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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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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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０２２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１４７＋１２ ９＋５＋２８－９７ ５＋１２＋１＝ １０８ ４（万元）。 （１ 分）
（１１）２０２２ 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 １００×１２ ５％×２０％＋（１０８ ４－１００） ×２５％×２０％ ＝ ２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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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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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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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模拟试卷（二）
参考答案及解析

答 案 速 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２ Ｃ ３ Ｃ ４ Ａ ５ Ａ

６ Ａ ７ Ｄ ８ Ｂ ９ Ａ １０ Ａ

１１ Ｂ １２ Ｃ １３ Ｂ １４ Ｂ １５ Ｂ

１６ Ｂ １７ Ｃ １８ Ｄ １９ Ａ ２０ Ａ

２１ Ｄ ２２ Ａ ２３ Ｄ ２４ Ａ ２５ Ｃ

２６ Ｂ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Ｃ ２ ＡＢＣ ３ ＡＢＤ ４ ＡＣＤ ５ ＡＢ

６ ＢＤ ７ ＡＢＣ ８ ＡＣＤ ９ ＡＣ １０ ＡＤ

１１ ＡＢＤ １２ ＡＢＣ １３ ＡＢＣ １４ ＡＣＤ １５ ＡＤ

１６ ＡＣ

详 细 解 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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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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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 活动板房、 钢结构件等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应该分

别核算， 分别按税率或征收率计算纳税。 销项税额 ＝ １ ６８０÷（１＋１３％） ×１３％＋４５０÷（１＋９％） ×９％ ＝
２３０ ４３（万元）。

３． Ｃ　 【解 析】 ２０２３ １ １～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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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万元（以 １ 个季度为 １ 个纳税期的， 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３０ 万元）的， 免征增值税。 但是小

规模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部分应照章纳税。 应纳增值税 ＝ 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３×３％ ＝ ７５７ ２８
（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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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餐饮住宿服务”缴纳增值税。

５． Ａ　 【解 析】 选项 Ｂ， 个人销售位于北京的别墅， 税务处理分两种情况， 如果持有不满 ２ 年， 全额

９



按照 ５％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如果持有满 ２ 年， 按照买卖价差适用 ５％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选

项 Ｃ，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纳税人生产销售的新支线飞机、 空载重量大于 ２５ 吨的民用喷气式

飞机， 不是免征增值税， 而是暂减按 ５％征收增值税； 选项 Ｄ， 个人出租住房减按 １ ５％征收增值

税， 而不是免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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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Ｄ　 【解 析】 选项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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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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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Ｃ， 超豪华小汽车在

生产环节、 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在批发环节不征收消费税； 选项 Ｄ， 电子烟在生产（进口）环节、
批发环节征收消费税。

８． Ｂ　 【解 析】 设立基础设施 ＲＥＩＴｓ 前， 原始权益人向项目公司划转基础设施资产相应取得项目公司

股权，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即项目公司取得基础设施资产的计税基础， 以基础设施资产的原计税

基础确定； 原始权益人取得项目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 以基础设施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原始权

益人和项目公司不确认所得， 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所以选项 Ｂ 错误。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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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Ａ　 【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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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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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Ｃ　 【解 析】 下列所得， 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 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①因任职、

受雇、 履约等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②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

所得； ③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④转让中国境内的不动产等财产或者在

中国境内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⑤从中国境内企业、 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取得

的利息、 股息、 红利所得。
１３． Ｂ　 【解 析】 选项 Ａ， 是基本费用扣除； 选项 Ｃ， 属于免税收入； 选项 Ｄ， 是依法确定的其他

扣除。
１４． Ｂ　 【解 析】 镇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５％； 当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 （６０－２０＋４０－１５） ×

５％ ＝ ３ ２５（万元）。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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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费用， 不计入完税价格； 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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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完税价格。
１６． Ｂ　 【解 析】 选项 Ａ， 三次采油， 减征 ３０％资源税； 选项 Ｃ， 稠油、 高凝油减征 ４０％、 而非减征

３０％资源税； 选项 Ｄ， 纳税人开采共伴生矿，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可以决定免征或者减征资源税。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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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５ ０００× ６× １５０％ ＝

１３５ ０００（元）。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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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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