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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对法：是指通过对纳税人表表之间、表实之间
以及内外部信息之间的核对，查找企业存在涉税问题的
方法。

1.表表核对
（1）申报表间核对
（2）财务报表间核对
（3）申报表和财务报表间核对。
2.表实核对
3.内外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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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分析法：是指对纳税人当期的申报材料、包括涉税
信息、财务数据等资料与某一设定好的数值进行对比分析。

1.纵向比较分析法：同一纳税人不同时间的数据对比。
2.横向比较分析法：同一行业中不同企业的相同时期的数据对比。
3.绝对数比较分析法：主要有与预警值比较、与计划数比较以及
与历史数据比较等。
4.相对数比较分析法：税负率贡献率指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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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案例1】：收入和工资总额配比分析，工资总额大幅提
高情况下，申报的营业收入却无明显增长。

 【案例2】 ：财务报表预收账款与存货的对比分析，预
收账款余额比较大，相当于半个月销售额，存货余额也
很大，说明货物很畅销，货供不应求，存货数量应该比
较小

     真实情况：预收账款是关联企业的无息暂借款



税务稽查异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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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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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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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捐赠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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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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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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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检查原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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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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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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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材料购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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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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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企业原材料的价格是否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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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企业原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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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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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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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类分类指标



固定资产类分类指标



总资产类分类指标



纳税申报表数据分析



纳税申报表数据分析



资产类指标的综合运用：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销售
利润率配比分析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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