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VOICE PENETRATION
让企业更安全让财税更简单

企业发票穿透报告



总结概览
01.整体风险

本次报告通过对发票、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的综合分析，共检测出风险点19项，其中高风险3项
，中风险4项，低风险12项。

02.具体风险如下

风险等级 一级风险 二级风险

高风险 财务风险分析

销售费用率异常

期间费用变动率与营业收入变动

率弹性系数分析异常

应交税费变动分析异常

中风险 纳税风险

存货与销售收入比例预警异常

营业成本变动率与应纳增值税额

变动率配比异常

期末存货大于实收资本差异幅度

异常

资金往来科目异常预缴

低风险 纳税风险
企业所得税贡献率异常

纳税调整后所得变动率与营业收



入变动率弹性系数异常

企业所得税汇缴申报的损失类营

业外支出金额分析异常

印花税税率推算异常

财务风险分析

销售毛利率异常

营业利润率异常

财务费用率异常

管理费用率异常

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比值分析

异常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明细占比分

析异常

增值税税负率分析异常

进销项对比分析异常
近12个月上下游发票税额对比分

析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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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企业基本信息

1 . 1  投资方情况

1 . 2  纳税信用等级变更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2021年11月15日

300万人民币

纳税信用等级:
B

纳税人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有限责任公司:
是

一般纳税人

纳税是否正常：
是

所属行业: 是否欠税: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否

注册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区建业路与国福路交叉口东南角100米

企业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表面功能材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
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投资方名称 投资比例(%) 投资金额（万）

3.00 9

有限公司 97.00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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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税务处罚情况

2 、 发票分析
2 . 1  进销项税额对比分析

年份 等级

2024 暂无

2023 B

2022 B

2021 M

立案日期 违法违章状态 违法违章信息 违法违章事实

暂无数据

时间 进项税额(元) 销项税额(元)

2023-01 267,257.82 0.00

2023-02 504,035.60 56,012.96

2023-03 65,074.38 69,662.64

2023-04 172,367.87 150,064.11

2023-05 323,291.06 132,411.34

2023-06 262,358.39 140,453.50

2023-07 129,611.89 72,469.36

2023-08 168,662.39 114,156.11
2



2 . 1 . 1  上下游发票税额对比分析

2 . 1 . 2  互开发票风险

2 . 1 . 3  购销两头在外风险

2023-09 264,999.13 261,066.72

2023-10 176,884.03 59,221.75

2023-11 161,366.80 86,446.64

2023-12 70,823.40 139,794.55

合计 2,566,732.76 1,281,759.68

贵公司在2023年09月销项税金额达到最高，在2023年01月最低，在2023年02月进项税金额达到最

高，在2023年03月最低，该区间销项税/进项税平均比值为0.67

低风险

各月销项税/进项税比值

月份 销项税/进项税比值 比值评价

2023年01月 0.00 过低

2023年02月 0.11 过低

2023年03月 1.07 正常

2023年04月 0.87 正常

2023年05月 0.41 过低

2023年06月 0.54 正常

2023年07月 0.56 正常

2023年08月 0.68 正常

2023年09月 0.99 正常

2023年10月 0.33 过低

2023年11月 0.54 正常

2023年12月 1.97 正常

风险提示

在2023年01月、2023年02月、2023年05月、2023年10月销项税/进项税比值异常偏低，可能存在未

开发票收入或者异常进项风险

客户/供应商 销售金额(元) 采购金额(元) 小计(元)

暂无数据

销售区域情况(金额单位:元)

省份 占比(%) 金额(元)

河南省 66.59 6,565,278.11

山西省 15.26 1,504,547.57

河北省 6.30 621,486.72

其他 5.89 580,957.54
3



海南省 2.87 283,203.53

湖北省 1.26 124,194.68

陕西省 0.93 91,525.67

山东省 0.90 88,495.58

采购区域情况(金额单位:元)

省份 占比(%) 金额(元)

江苏省 41.46 8,494,454.69

河南省 25.07 5,136,907.80

山东省 17.57 3,599,782.10

广东省 5.86 1,201,528.09

其他 3.98 815,183.14

陕西省 2.02 414,823.36

上海市 1.70 347,600.73

浙江省 1.11 226,838.27

安徽省 0.72 148,135.99

湖北省 0.16 33,011.58

广西壮族自治区 0.09 19,424.26

湖南省 0.09 18,678.22

山西省 0.09 17,940.47

北京市 0.05 10,658.33

河北省 0.01 2,996.46

天津市 0.01 2,015.31

贵州省 0.01 1,1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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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4  各税率销售，采购额

2 . 1 . 5  发票税号与企业名称不匹配风险

2 . 1 . 6  销售发票和采购发票的top5商品种类

江西省 0.00 667.08

云南省 0.00 628.44

内蒙古自治区 0.00 396.04

重庆市 0.00 49.73

客户金额税率

(%)
客户金额

客户金额占比

(%)

供应商金额税

率(%)
供应商金额

供应商金额占

比(%)

-- -- -- 0 47,621.83 0.23

-- -- -- 1 134,541.92 0.66

-- -- -- 3 28,592.69 0.14

-- -- -- 5 102.87 0.00

-- -- -- 6 898,631.23 4.39

-- -- -- 9 230,665.03 1.13

13 9,859,689.40 100.00 13 19,152,675.13 93.45

合计 9,859,689.40 100 合计 20,492,830.70 100

进项发票中公司名称与税号不匹配情况列表

供应商税号/授权企业

税号

发票商品名称 发票金额 供应商名称/授权企业

名称

暂无数据

项目 采购 占比 销售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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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虚开发票风险

2 . 2 . 1  红冲，作废分析

2 . 2 . 2  前十大客户分析

 top1商品种类 化学合成材料 52.23 涂料 99.90

 top2商品种类 化学试剂助剂 11.49 密封用填料 0.10

 top3商品种类 颜料 6.71 -- --

 top4商品种类 其他化学制品 4.21 -- --

 top5商品种类 物流辅助服务 3.69 -- --

开票情况

月份 有效金额(元) 红冲金额(元) 红冲率(%) 作废金额(元) 作废率(%)

2023年01月 0 0 0.0 0 0.0

2023年02月 430,869.04 0 0.0 0 0.0

2023年03月 535,866.56 0 0.0 0 0.0

2023年04月 1,154,339.49 -5,575.22 0.48 88,495.58 7.67

2023年05月 1,018,548.66 -99,440.00 9.76 0 0.0

2023年06月 1,080,411.48 -88,495.58 8.19 544,104.00 50.36

2023年07月 557,456.64 0 0.0 0 0.0

2023年08月 878,123.89 0 0.0 0 0.0

2023年09月 2,008,205.28 0 0.0 0 0.0

2023年10月 455,551.95 0 0.0 0.00 0.0

2023年11月 664,973.96 -16,027.96 2.41 0 0.0

2023年12月 1,075,342.45 0 0.0 0 0.0

合计 9,859,689.40 -209,538.76 2.13 632,599.58 6.42

客户 金额(元) 占比(%) 是否零社

保

成立时长

(年)

经营状态 Top1商品

品类

是否税收

违法

登记注册

类型

2,647,313.

27
26.85 是 4.7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1,017,699.

13
10.32 是 4.6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680,734.51 6.90 否 5.6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628,339.10 6.37 否 9.7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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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3  公司规模与开票额匹配分析

2 . 2 . 4  前十大客户行政处罚信息

公司

601,769.89 6.10 否 20.2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529,013.26 5.37 否 17.3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442,477.88 4.49 是 3.2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309,430.80 3.14 是 0.9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280,548.66 2.85 是 7.1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253,877.88 2.57 否 10.6
在营（开

业）
涂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合计
7,391,204.

38
74.96 -- -- -- -- -- --

公司名称 成立年限 固定资产规模 开票金额

河 有

限公司
2.7 4,099,008.86 9,859,689.40

名称 处罚决定文书 处罚事由 处罚结果 处罚日期

郑中原工质罚决字

【2018】88号
-- -- 1900-01-01

新地税简罚【

2016】1062号
-- 罚款0.145万元 2016-08-18

简罚【2016】

1062号
-- 罚款0.145万元 2016-08-17

宁建罚决字

﹝2023﹞2号
--

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3万元
202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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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采购虚假发票风险

2 . 3 . 1  零税额分析

宁建罚决字【

2022】1号
--

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5万元
2022-01-26

宁建罚字

﹝2022﹞1号
--

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5万元
2022-01-26

宁建罚字【2021】

67号
--

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5万元
2021-07-13

宁建罚字【2021】

52号
--

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2万元
2021-07-13

宁建罚字【2020】

78号
--

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50000元
2021-01-04

（建）罚字【

2019】第【21】号
--

1、立即整改；2、

处以罚款:贰万元

整

2019-08-14

清建罚决字【

2019】第34号
--

罚款陆仟壹佰壹拾

玖元整
2019-07-01

（建）罚字【

2019】第【6】号
--

1、停止违法行为

，责令改正；2、

处以罚款：伍仟元

整

2019-05-08

金水城综罚决字【

2024】第1735号
--

处警告并罚款壹万

元整的行政处罚
2024-07-12

包九原人社监【

2024】罚字第2-

017号

--

依据《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第三十条

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决定对该单位罚

款2万元

2024-06-24

延城罚决字【

2023】第A0916
--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
2023-11-02

延城罚决字

{2023}第A0916
--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
2023-11-02

豫监能资质【

2022】162号
--

不予许可，给予警

告
2022-12-30

采购情况

月份 有效金额(元) 零税额金额(元)

2023年01月 2,070,123.23 111.05

2023年02月 3,879,015.91 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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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2  前十大供应商分析

2023年03月 511,654.55 155.74

2023年04月 1,332,482.80 687.86

2023年05月 2,582,366.02 1,096.00

2023年06月 2,122,298.29 5,309.18

2023年07月 1,066,679.49 12,258.30

2023年08月 1,364,545.31 6,985.66

2023年09月 2,150,746.99 4,914.58

2023年10月 1,426,664.68 7,001.74

2023年11月 1,257,370.14 4,383.34

2023年12月 728,883.29 4,294.93

合计 20,492,830.70 47,622.38

占有效金额的比值 100.00 0.23

供应商 金额(元) 占比(%)
是否零社

保

成立时长

(年)
经营状态

Top1商品

品类

是否税收

违法

登记注册

类型

7,205,486.

67
35.16 否 4.7

在营（开

业）

化学合成

材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3,405,132.

76
16.62 否 19.7

在营（开

业）

化学合成

材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860,265.48 4.20 否 5.2
在营（开

业）

其他化学

制品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755,669.80 3.69 否 9.6
在营（开

业）

物流辅助

服务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602,867.27 2.94 否 2.8
在营（开

业）
颜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557,813.27 2.72 否 7.8
在营（开

业）

化学试剂

助剂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549,318.60 2.68 否 5.7
在营（开

业）

化学试剂

助剂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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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财务风险评估

3 . 1  基础指标分析

3 . 1 . 1  销售毛利率

3 . 1 . 2  营业利润率

548,672.58 2.68 否 13.0
在营（开

业）
通用设备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501,380.57 2.45 是 5.4
在营（开

业）
颜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414,155.22 2.02 否 15.4
在营（开

业）

有机化学

原料
否

有限责任

公司

合计
15,400,762

.22
75.16 -- -- -- -- -- --

分析周期: 2021-01-01到2023-12-31

低风险

年度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销售毛利率(%)
行业历年参考值

(%)

2021 0.00 0.00 -- 45.42~55.51

2022 3,111,040.55 3,274,336.30 4. 99 45.42~55.51

2023 16,500,449.85 18,954,912.93 12.95 45.42~55.51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销售毛利率低于行业参考水平,可能存在1，虚增成本、隐匿收入风险，核查收入
成本核算是否准确。 2，市场竞争加剧。市场竞争压力大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使销售毛利
率下降。 3，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导致产品成本上升，从而导致销售毛利率下
降。 4，渠道成本增加。销售渠道成本的增加会导致销售毛利率下降。 5，产品研发投入过高。
产品研发投入过高会压缩销售毛利率的空间。 6，供应链影响。供应链的管控复杂会导致成本控
制困难，从而降低销售毛利率。 7，行业周期性。行业周期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会导致企业受到
较大的压力影响，从而影响销售毛利率。销售毛利率低于行业参考值可能也意味着公司在行业中
处于竞争劣势，或者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中的需求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以考虑采取
以下措施来提高销售毛利率：1,优化生产、采购、销售等环节的流程，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2,加强产品研发和差异化程度，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并制定合理的销售价格策略。3,提升品牌形
象和市场营销策略，增加市场认可度和销售量。需要注意的是，销售毛利率低于行业参考值并不
一定意味着公司的业绩不好。如果公司能够保持稳定的销售和盈利，并且符合其长期战略和发展
计划，那么低于行业参考值的销售毛利率也可能是可接受的。

低风险

年度 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率(%)
行业历年参考值

(%)

2021 -1,180.00 0.00 -- 5.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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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3  财务费用率

3 . 1 . 4  管理费用率

2022 -130,938.52 3,274,336.30 -4.00 5.18~5.7

2023 -560,783.77 18,954,912.93 -2.96 5.18~5.7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营业利润率低于行业参考水平,可能存在1,虚增成本、费用，隐匿收入风险，核查

收入成本核算是否准确，费用是否真实发生。 2,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缺陷。如果企业的成本管理

和控制不到位，会导致营业成本过高，进而导致营业利润率下降。这可能意味着企业需要优化其

生产和供应链管理、提高员工效率、降低采购成本等。 3,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

企业不能在价格、产品差异化等方面取得优势，就难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因此，企业需要分析

市场竞争情况，制定合适的营销策略，提高产品竞争力，从而获得更高的营业利润率。

低风险

年度 财务费用 营业收入 财务费用率(%)
行业历年参考值

(%)

2021 -- -- -- 暂无参考值

2022 1,699.62 3,274,336.30 0.05 0.62~2.78

2023 1,538.25 18,954,912.93 0.01 0.62~2.78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财务费用率低于行业参考水平,可能存在关联方借款未确认利息支出财务费用率低

于行业参考值可能意味着企业在融资、资金管理和运营方面表现较好，具有以下优势：1,较低的

融资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费用率较低，说明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具有

良好的融资渠道和信用评级，或者企业能够有效控制融资成本。2,资金周转速度快：财务费用率

低可能意味着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快，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效率。3,应收账款回款快

：财务费用率低也可能意味着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款快，这有助于减少坏账风险和改善企业现金流

。，核查有息负债低于正常水平的原因。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加强资金管理

：优化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自身实力建设，提高市场竞争

力；3，提高融资能力：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和合作，提高融资能力。总之，财务费用率低于

行业参考值可能意味着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具有优势，但也需要关注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和竞争

环境，以便及时调整财务管理策略，保持竞争优势。

低风险

年度 管理费用 营业收入 管理费用率(%)
行业历年参考值

(%)

2021 -- -- -- 暂无参考值

2022 127,420.29 3,274,336.30 3.89 33.0~40.33

2023 1,357,849.08 18,954,912.93 7.16 33.0~40.33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管理费用率低于行业参考值范围可能意味着公司在税务管理方面做得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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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5  销售费用率

3 . 1 . 6  研发费用率，委托境外研发比例是否符合高新企业标准分析

3 . 1 . 7  期间费用变动率与营业收入变动率弹性系数分析

，能够有效降低税务成本。同时，这也可能表明公司的财务管理效率较高，能够更好地控制和优

化管理费用的支出。 具体来说，税务管理效率高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税收筹划：公司

可能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税负，从而减少管理费用的支出。2，

财务管理优化：公司财务管理可能较为规范，能够准确核算各项费用，避免税务风险，同时优化

管理费用的支出。3， 内部管理效率：公司内部管理可能较为高效，能够快速响应税务政策的变

化，及时调整税务管理策略，从而降低管理费用的支出。

高风险

年度 销售费用 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率(%)
行业历年参考值

(%)

2021 -- -- -- 暂无参考值

2022 164,860.25 3,274,336.30 5.03 6.85~8.37

2023 1,653,188.60 18,954,912.93 8.72 6.85~8.37

风险提示

(2023年)销售费用率高于行业参考水平,可能存在销售费用虚增风险，核查销售费用明细是否真实

准确。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优化销售渠道：公司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市场环境，合理地选

择销售渠道，避免渠道重叠和资源浪费。2,加强销售管理：公司应该建立科学的销售管理制度

，规范各项销售流程，加强员工培训和绩效考核，提高销售水平和效率。3,降低销售费用：公司

应该对销售费用进行精细化管理，控制销售费用的支出，提高销售利润。4,引入先进的销售理念

和方法：公司可以引入先进的销售理念和方法，如数字化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等，来提高销售效

率和降低成本。5,加强市场调研：公司应该加强市场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和竞争情况，制定针对

性的销售策略，提高销售效率和业绩表现。(2022年)销售费用率低于行业参考水平,判断该企业是

否有真实费用支出。可能是因为公司的销售策略和市场定位比较准确，能够有效地吸引目标客户

并提高转化率。此外，公司可能还采用了一些成本控制措施，如降低广告投入、优化渠道结构等

，从而降低了销售费用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销售费用率低于行业参考值可能意味着公司的销

售管理更有效，但也应该注意是否存在不利于长期发展的因素，如过度依赖特定客户或销售渠道

，或忽视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等。

年度 研发费用 营业收入 研发费用率(%)
委托境外研发

费用

委托境外研发

占比(%)

2021 0.00 0.00 -- -- --

2022 0.00 3274336.30 0.00 -- --

2023 0.00 18954912.93 0.00 -- --

高风险

时间
期间费用变动率

(%)

营业收入变动率

(%)

期间费用变动率对

营业收入变动率弹 行业参考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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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8  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比值分析

3 . 1 . 9  差旅费占营业收入比值分析

3 . 1 . 10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明细占比分析

性系数

2021 -- -- -- 0.79~0.97

2022 24813.57 -- -- 0.79~0.97

2023 924.75 478.89 1.93 0.79~0.97

风险提示

(2023年) 期间费用变动率对营业收入变动率弹性系数高于行业参考水平,判断依据销售、管理、
财务、研发费用变动受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若弹性系数高于行业参考值较多，可能存在1,通过
费用调节企业利润的嫌疑。2,公司经营规模扩张，导致期间费用随业务量增长。

低风险

年度 业务招待费 营业收入
业务招待费占营业

收入的比值(%)
行业参考比值(%)

2021 0.0 0.00 -- 0.43~0.53

2022 1,180.00 3,274,336.30 0.04 0.43~0.53

2023 3,060.0 18,954,912.93 0.02 0.43~0.53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的比值低于行业参考水平，可能意味着公司在维护客户关
系、拓展市场等方面投入了相对较少的资源。这可能与公司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市场地位和战
略选择有关。虽然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比值较低，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司的业务招待费用管
理存在问题。不同的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环境，会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和客户维护方式。因
此，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比值较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司的业绩或运营效率低下。然而，如果公
司的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比值长时间低于行业参考水平，且与公司的市场地位和战略目标不相
符，那么可能需要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来优化业务招待费用的管理。例如：1,了解行业内的业务招
待费用标准，对比自身与竞争对手的投入水平，以更好地评估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2,分析业务
招待费用的具体用途和效益，评估是否存在无效或低效的投入，并优化费用结构。3,加强与客户
的沟通和关系维护，寻找更高效、更经济的维护方式，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4,关注市场动
态和竞争对手情况，及时调整自身策略，以保持竞争优势。总之，对于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比
值低于行业参考水平的情况，需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进行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相应的措施来优化管理、提高效率。

时间 差旅费 营业收入
差旅费占营业收入

的比值(%)
行业参考比值(%)

2021 -- 0.00 -- 0.67~0.82

2022 -- 3,274,336.30 -- 0.67~0.82

2023 -- 18,954,912.93 -- 0.67~0.82

低风险

年度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

费
营业收入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

费占营业收入的比

值(%)

行业参考比值(%)

2021 0.00 0.00 -- 0.1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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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11  咨询顾问费明细占比分析

3 . 1 . 12  其他费用明细占比分析

3 . 1 . 13  减值准备对存货占比分析

3 . 1 . 14  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变动异常分析

3 . 1 . 15  超额税前扣除公益性捐赠支出的风险

2022 0.00 3,274,336.30 0.0 0.13~0.615

2023 0.00 18,954,912.93 0.0 0.13~0.615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对营业收入的比值，若低于行业参考值较多，判断1，该企
业是否有真实费用支出。这可能表明该公司在广告和业务宣传方面的投入不足。这可能是因为公
司在这些方面的预算较少，或者因为公司在营销方面的策略需要优化和改进。投入不足可能导致
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无法吸引足够的客户和市场份额，从而影响公司的销售收入和盈利
能力。2，如果一个公司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对营业收入的比值明显低于行业参考值，同时销
售收入也相对较高，这可能表明该公司的财务数据存在问题。例如，公司可能存在虚报广告和业
务宣传费用，或者夸大营业收入等行为。

时间 咨询顾问费 营业收入
咨询顾问费占营业

收入的比值(%)
行业参考比值(%)

2021 -- 0.00 -- 0.62~2.78

2022 -- 3,274,336.30 -- 0.62~2.78

2023 -- 18,954,912.93 -- 0.62~2.78

年度 其他费用 营业收入
其他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比值(%)
行业参考比值(%)

2021 -- 0.00 -- 1.15~1.41

2022 -- 3,274,336.30 -- 1.15~1.41

2023 -- 18,954,912.93 -- 1.15~1.41

时间 资产减值准备 存货平均值
减值准备占存货平

均值的比值(%)
行业参考比值(%)

2021 -- 0.00 -- 1.48~1.8

2022 -- 71126.51 -- 1.48~1.8

2023 -- 606121.11 -- 1.51~1.85

时间 固定资产净值 固定资产原价
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

(%)

2021 0.00 0.00 --

2022 2,559,228.91 2634938.05 2.87

2023 3,339,729.30 4099008.86 18.52

去年捐赠支出纳税调整金额 去年利润总额 占比(%)

-- -560,782.50 --

14



3 . 1 . 16  未分配利润对实收资本比值过高

3 . 1 . 17  期末存货大于实收资本差异幅度异常

3 . 1 . 18  资金往来科目期末余额异常

年度 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 实收资本期末余额
未分配利润对实收资本

比值(%)

2021 -1,180.00 0.00 --

2022 -132,114.52 3,000,000.00 -4.40

2023 -692,897.02 3,000,000.00 -23.10

中风险

年度 期末存货 实收资本
期末存货与实收资本差

异占比(%)

2021 0.00 0.00 --

2022 142,253.01 3,000,000.00 4.74

2023 1,069,989.22 3,000,000.00 35.67

风险提示

(2023年)您可能存在库存商品不真实，销售货物后未结转收入、虚抵进项等问题。应对提示：请
自查账务是否存在以下问题，如问题存在应及时进项更正申报。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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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记账金额
是否真实准确。2.实际存货是否与帐面相符。3.所取得的发票是否具备以下业务要素（1）销售方
向您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2）销售方向您收取了所销售货物
、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3）销售方向您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
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

中风险

年度 应收账款 实收资本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

款

其他应付

款

202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22 0.00 3,000,000.00
-

3,204,718.26
0.00 0.00 30,000.00 3,752,438.40

2023 468,433.60 3,000,000.00
-

2,424,507.91
0.00 0.00 27,744.69 4,932,438.40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您的往来资金项目期末余额出现负数，可能存在1，隐瞒收入、未按规定计提增
值税的风险;2.借方余额：如果往来资金项目的借方余额大于贷方余额，则说明该项目的收入金额
小于支出金额，即资金流出。这可能是由于供应商付款、员工工资、税费等支出超过了收入，导
致资金短缺;3.贷方余额：如果往来资金项目的贷方余额大于借方余额，则说明该项目的收入金额
大于支出金额，即资金流入。这可能是由于销售收入、投资收益、政府补贴等收入超过了支出
，导致资金过剩。应对提示：请检查往来科目是否存在隐瞒收入挂账处理。检查是否存在取得不
动用资金的虚开发票。检查取得发票是否符合以下业务要素：（1）销售方向您销售了货物，或
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2）销售方向您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
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3）销售方向您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
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如上述业务或问题存在，应按进行账务调整，并及时更正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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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19  期间费用与销售收入配比异常

3 . 1 . 20  存货与留抵税额不匹配

3 . 2  隐匿收入指标综合分析

3 . 2 . 1  其他应收款变动分析

3 . 2 . 2  其他应付款变动分析

3 . 2 . 3  存货余额，预收账款余额变动分析

3 . 2 . 4  新增应收账款大于销售收入的80%

3 . 3  虚增成本指标综合分析

年度 增值税申报收入 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与销售收入占

比(%)

2021 0.00 1,180.00 --

2022 3,274,336.30 293,980.16 8.98

2023 18,954,912.93 3,012,575.93 15.89

年度 期末存货 期末留抵税额
期末存货与期末留抵税

额指标值

2021 0.00 0.00 0.00

2022 142,253.01 0.00 -18,492.89

2023 1,069,989.22 0.00 -139,098.60

年度 其他应收款(元) 营业收入(元) 占比预警(%) 其他应收款同比

2021 0.00 0.00 -- --

2022 30,000.00 3,274,336.30 0.92 --

2023 27,744.69 18,954,912.93 0.15 -0.08

年度 其他应付款(元) 营业收入(元) 占比预警(%)

2021 0.00 0.00 --

2022 3,752,438.40 3,274,336.30 114.60

2023 4,932,438.40 18,954,912.93 26.02

年度 存货(元) 预收账款(元) 营业收入(元)

2021 0.00 0.00 0.00

2022 142,253.01 0.00 3,274,336.30

2023 1,069,989.22 0.00 18,954,912.93

年度 增值税申报收入 新增应收款 占比(%)

2021 0.00 -- --

2022 3,274,336.30 0.00 0.00

2023 18,954,912.93 468,433.60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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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1  应付账款变动分析

3 . 3 . 2  企业盈利异常

3 . 3 . 3  应交税费变动分析

3 . 3 . 4  成本费用，净经营资产异常变动分析

4 、 税务风险评估

4 . 1  近三年实缴税额信息

年度 应付账款(元) 营业收入(元) 占比预警(%)

2021 0.00 0.00 --

2022 -3,204,718.26 3,274,336.30 -97.87

2023 -2,424,507.91 18,954,912.93 -12.79

年度 净利润(元) 资产总计(元) 净利润占比(%)

2021 -1,180.00 0.00 --

2022 -130,938.52 3,522,996.25 -3.72

2023 -560,782.50 4,973,207.50 -11.28

高风险

年度 应缴税费 营业收入

应缴税费变动率对

营业收入变动率弹

性系数

弹性系数行业参考

比值

2021 0.00 0.00 -- 0.95~1.12

2022 5,336.62 3,274,336.30 -- 0.95~1.12

2023 56,091.95 18,954,912.93 1.99 0.95~1.12

风险提示

(2023年)应缴税费变动率对营业收入变动率弹性系数高于行业参考值:可能存在1，企业销售收入
增加：随着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加，应缴税费也会相应增加，弹性系数总是大于0，2，虚增成本费
用，为了降低应缴税费，企业可能会虚报虚增成本费用，导致应缴税费变动率对营业收入变动率
弹性系数高于行业参考值。

年度
成本费用四季

度金额

成本费用年平

均值

净经营资产净

额四季度金额

净经营资产净

额环比变动率

成本费用占营

业收入的比值

(%)

2021 -- -- 0.00 -- --

2022 3,405,274.82 851,318.70 0.00 -- 104.00

2023 19,515,696.70 4,878,924.17 2,807,191.06 -- 102.96

分析周期: 2021-01-01到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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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增值税

4 . 2 . 1  增值税税负率(年度)

4 . 2 . 2  增值税农产品收购发票抵扣金额异常

低风险

年度 增值税负税率(%) 行业历年参考值(%)

2021 -- 2.96~3.61

2022 0.16 2.96~3.61

2023 0.28 2.96~3.61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增值税税负率低于行业参考水平,可能存在采购虚假发票，多抵扣进项税额风险

1,核查进项发票的真实性，是否存在未转出的增值税等。2,企业是否存在不合理抵扣进项税都情

形。3,企业是否正常申报。针对这种情况，公司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增值税税负率。例如：

1,加强采购管理，确保原材料的质量和价格合理，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优化销售渠道和销

售策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销售额。3,规范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确保按照规定开具发票和申

报纳税。同时，公司也应该关注行业的平均税负率水平，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

，以保持竞争优势。

时间 进项税额合计
农产品收购发票抵扣金

额

农产品收购发票抵扣金

额占全部进项金额的比

值

2021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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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3  有免税收入，简易征税销售额且有进项税额但无进项税额转出（年度）

4 . 2 . 4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收入与开票收入不匹配

4 . 2 . 5  存货与销售收入比例预警

4 . 2 . 6  营业成本变动率与应纳增值税额变动率配比异常

2022 420,581.19 -- --

2023 2,410,717.70 -- --

时间 免税收入 简易征税销售额 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2021 0.00 0.00 0.00 0.00

2022 0.00 0.00 420,581.19 0.00

2023 0.00 0.00 2,410,717.70 0.00

年度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收入 实际开票收入

2021 0.00 0.0

2022 3,274,336.30 1,327,433.65

2023 18,954,912.93 9,859,689.4

中风险

年度 增值税申报收入 存货 占比(%)

2021 0.00 0.00 --

2022 3,274,336.30 142,253.01 4.34

2023 18,954,912.93 1,069,989.22 5.64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存货与收入比例低于30%，可能会影响该公司的税务状况。如果一个公司的存货
过少，可能会被税务部门认为存在虚报收入或隐瞒销售额等问题，进而导致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
税务风险。因此，对于存货与收入比例低于行业参考值的公司，应该及时关注自身的税务状况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规范和优化，以避免因存货问题而引发不必要的税务风险。同时，该类
公司还需要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确保公司的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以避免因财务问
题而影响公司的税务状况。存货与收入比例低于30%可能表明企业存在以下问题:1，供应不足
：企业的存货水平较低，可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导致销售收入下降。2，存货管理不当：企业
可能存在库存管理策略不当或供应链管理不善等问题，导致存货短缺或积压。3，销售预测不准
确：企业可能无法准确预测市场需求，导致存货水平与销售收入不匹配。4，财务问题：较低的
存货与收入比例可能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例如资金流动性不足或盈利能力下降等。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增强供应链管理：与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
系，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减少库存短缺的风险。2，优化库存管理策略：根据市场需
求和产品特点等因素，制定合理的库存管理策略，确保库存水平与销售收入相匹配。3，提高销
售预测准确性：通过市场调研和分析，提高销售预测的准确性，合理安排生产和采购计划，避免
存货短缺或积压。4，改善财务状况：通过加强财务管理和成本控制，提高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和
盈利能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中风险

年度 应纳增值税额变动率 营业成本变动率
营业成本变动率与应纳

增值税额变动率配比

2021 -- -- --

20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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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7  增值税申报收入与利润总额同步增长系数配比异常

4 . 2 . 8  增值税小规模申报收入和发票销售收入有误

4 . 3  企业所得税

4 . 3 . 1  企业所得税贡献率

2023 951.08 478.89 0.5

风险提示

(2023年)您可能存在企业将自产产品或外购产品用于集体福利等，不计销售收入或多抵外购产品
等问题。应对提示： 请自查账务是否存在以下问题，如问题存在应及时进项更正申报。1.是否存
在增值税应视同销售而未按视同销售进行账务处理（1）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2）销售代销货物；（3）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4）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5）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
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6）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
投资者；（7）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8）向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无偿提供交通运输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但以公益活动为目的或者以社会公众
为对象的除外；2.是否存在增值税应进行进项税转出而未转出（1）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
（不含固定资产）、劳务、服务，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2）购进的货物发生因管理不善
造成的被盗、丢失、霉烂变质，或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的依法没收、销毁、拆除情形，其购进货
物，以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所抵扣的进项税额应进行转出。（3）在产品
、产成品发生因管理不善造成的被盗、丢失、霉烂变质，或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的依法没收、销
毁、拆除情形，其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以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
输服务所抵扣的进项税额应进行转出。（4）兼营简易计税项目、免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
的进项税额（5）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发生应进项税额转出情形的（6）取得不动产专用
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7）因销售折让、中止
或者退回而退还给购买方的增值税额，购买方应暂依《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所列增
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

年度 利润总额变动率 增值税销售额变动率
增值税变动率与利润总

额变动率配比系数

2021 -- -- --

2022 10,996.48 -- --

2023 328.28 478.89 1.46

年度 增值税申报收入 开票收入

2021 -- 0.0

2022 -- 1,327,433.65

2023 -- 9,859,689.4

低风险

年度 企业所得税贡献率(%) 行业历年参考值(%)

2021 -- 0.13~0.16

2022 0.00 0.13~0.16

2023 0.00 0.13~0.16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企业所得税贡献率低于行业参考水平，结合行业年度销售情况、市场竞争情况

，判断是否出现竞争加剧，毛利率下降等异常情况；若市场状况良好，则分析该企业毛利率、费

用率等是否异常，有误隐匿利润规避缴税的嫌疑。应对措施如下：1，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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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 2  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增加率

4 . 3 . 3  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减少率

4 . 3 . 4  利润表存在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申报表不存在纳税调增项

4 . 3 . 5  纳税调整后所得变动率与营业收入变动率弹性系数

时对收入、成本、费用进行梳理分析，并找出所得税贡献率偏低的真实原因。2，向税务机关做

出如实说明和解释，解释企业所得税贡献率低于行业参考水平的原因。3，采取措施，如扩大销

售、降低成本等，提高企业所得税贡献率。

年度 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增加率(%)

2021 0.00

2022 0.00

2023 0.01

年度 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减少率(%)

2021 0.00

2022 0.00

2023 0.00

年度 利润表减值金额 申报表纳税调整减值金额

2021 0.00 0.00

2022 0.00 0.00

2023 0.00 0.00

低风险

年度
纳税调整后

所得

纳税调整后

所得变动率

营业收入总

额

营业收入变

动率

纳税调整后

所得变动率

对营业收入

变动率弹性

系数

弹性系数行

业参考值

2021 -1,180.00 -- 0.00 -- -- 2.43~2.97

2022 -130,938.52 10996.48 3,274,336.30 -- -- 2.43~2.97

2023 -558,742.50 326.72 18,954,912.93 478.89 0.68 3.24~3.96

风险提示

(2023年)纳税调整后所得增长幅度远小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可能存在应调增而未调增或多调减项
目。存在以下原因：1,成本结构变化：当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时，如果成本结构发生变化，可能
会导致纳税调整后所得增长幅度较小。例如，企业的成本中的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占比可
能发生变化，导致利润水平的变化。2,利润率下降：如果企业的利润率下降，那么即使营业收入
增长，纳税调整后所得也可能增长缓慢。这可能是由于市场竞争加剧、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的
。3,税收政策影响：某些税收政策可能会对企业的纳税调整后所得产生影响。例如，税收优惠政
策或税收豁免可能会导致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款减少，但并不影响其营业收入。4,非经营性收入变
化：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并不一定与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一致。如果企业的非经营性收入（如投
资收益、营业外收入等）占比发生变化或波动较大，可能会对纳税调整后所得产生影响。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企业需要仔细分析纳税调整后所得和营业收入之间的不匹配原因，并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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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 6  人工费用变动率与营业收入变动率弹性系数

4 . 3 . 7  企业所得税汇缴申报的损失类营业外支出金额

4 . 3 . 8  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调减金额分析

4 . 3 . 9  出资不到位时存在利息支出未纳税调整

4 . 3 . 10  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条件统计

的措施进行纠正。这可能包括优化成本结构、提高利润率、调整税收政策等方面。同时，企业
也需要加强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合规性。

年度
人工费用总

额

人工费用变

动率

营业收入总

额

营业收入变

动率

人工费用变

动率对营业

收入变动率

弹性系数

弹性系数行

业参考值

2021 0.00 -- 0.00 -- -- 1.08~1.32

2022 93,901.00 -- 3,274,336.30 -- -- 1.08~1.32

2023 1,642,738.97 1649.44 18,954,912.93 478.89 3.44 1.3~1.58

低风险

年度 损失类营业外支出 营业收入 占比(%) 行业历年参考值

2021 0.00 0.00 -- 0.09~0.11

2022 0.00 3,274,336.30 0.0 0.09~0.11

2023 0.00 18,954,912.93 0.0 0.09~0.11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损失类营业外支出对营业收入的比值低于行业参考水平请进一步核实营业外支出
金额的真实性。这可能意味着公司在非营业方面的损失较少，或者公司的营业收入相对较高。这
可能表明该公司在管理非营业活动方面表现较好，或者其营业收入较高，可以承受更大的非营业
损失。不过，具体情况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进行具体分析。

年度 不征税收入调减金额 营业收入 占比(%)

2021 0.00 0.00 --

2022 0.00 3,274,336.30 0.0

2023 0.00 18,954,912.93 0.0

年度 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调增金额 出资是否到位

2021 0.00 0.00 是

2022 0.00 0.00 是

2023 0.00 0.00 是

时间 期末资产总额
当年累计应纳税所

得额
小微企业减免税额

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税额

2021 0.00 0.00 0.0 --

2022 3,522,996.25 0.00 0.0 --

23



4 . 3 . 11  咨询顾问费与发票差异

4 . 4  个人所得税

4 . 4 . 1  分配股息红利未扣缴个人所得税风险预警

4 . 5  印花税

4 . 5 . 1  印花税变动分析

4 . 5 . 2  印花税税率推算

4 . 6  资源税

4 . 6 . 1  资源税变动分析

2023 4,973,207.50 0.00 0.0 --

年度 所得税咨询顾问费 发票咨询顾问费 无票咨询顾问费

2021 -- 0.00 --

2022 -- 38,189.00 --

2023 -- 22,000.00 --

年度 分配股息红利金额 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

2021 -- --

2022 -- --

2023 -- --

年度 印花税(元) 营业收入(元) 印花税占比(%) 印花税同比

2021 0.00 0.00 -- --

2022 0.00 3,274,336.30 0.00 0.00

2023 0.00 18,954,912.93 0.00 0.00

低风险

年度 印花税 含税发票(采购+销售) 推算税率(%)

2021 0.00 0.00 --

2022 0.00 7,767,124.36 0.0

2023 0.00 34,201,012.54 0.0

风险提示

(2022年,2023年)倒算企业印花税税率偏低，可能存在少缴印花税风险。如果企业少缴了印花税
，可能会面临税务部门的罚款或者法律责任。为了防止少缴印花税的风险，企业应该按照相关法
规和规定，准确计算应缴纳的印花税额，并及时缴纳。同时，企业也应该建立完善的税务管理制
度，避免因操作不当或者计算错误导致少缴印花税的情况发生。另外，如果企业因为某些原因未
能及时缴纳印花税，应该及时与税务部门沟通并补缴税款，以避免罚款或者法律责任。同时，企
业也应该加强对员工的税务培训，提高员工的税务意识和操作技能，以避免因操作不当导致少缴
印花税的情况发生。

年度 资源税(元) 营业收入(元) 资源税占比(%)

2021 0.00 0.00 --

2022 0.00 3,274,336.3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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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7  房产税

4 . 7 . 1  房产税变动分析

4 . 7 . 2  存在投资性房地产却无租金收入或未交房产税

4 . 8  城建税

4 . 8 . 1  城建税税率异常

5 、 财税票综合风险评估

5 . 1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申报收入与财务报表营业收入,销项发票金额对比分析

5 . 2  增值税应纳税额与毛利比值分析

5 . 3  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与财务报表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2023 0.00 18,954,912.93 0.00

年度 房产税 房产原值

2021 0.00 0.00

2022 0.00 0.00

2023 0.00 0.00

年度 投资性房地产金额 租金收入 从租计征房产税

2021 -- -- --

2022 -- -- --

2023 -- -- --

年度
记税依据(消费税，增

值税已缴税额)
城建税 计算税率(%)

2021 0.00 0.00 --

2022 5,082.51 127.06 2.5

2023 53,421.03 1,335.48 2.5

分析周期: 2021-01-01到2023-12-31

年度
利润表营业收入

(元)

企业所得税申报收

入(元)

增值税申报收入

(元)
开票收入(元)

2021 0.00 0.00 0.00 0.0

2022 3,274,336.30 3,274,336.30 3,274,336.30 1,327,433.65

2023 18,954,912.93 18,954,912.93 18,954,912.93 9,859,689.4

年度 增值税应纳税额(元) 毛利额(元)
增值税应纳税额与毛利

额比值

2021 0.00 0.00 --

2022 5,082.51 163,295.75 3.11

2023 53,421.03 2,454,463.0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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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当前欠税信息

时间 利润表利润总额 企业所得税申报利润总额

2021 -1,180.00 -1,180.00

2022 -130,938.52 -130,938.52

2023 -560,782.50 -560,782.50

所属时期起 所属时期止 征收项目 税目 缴款期限 应缴税额 逾期天数

暂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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