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深化增值税改革与减税降费的重要举措，差旅费进项税抵扣的问题受到

了纳税人的广泛关注，我们曾通过《购进各类旅客运输服务如何抵扣进项？》（点

击阅读）一文，对相关操作细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2019 年 9 月 16 日，总局发

布了《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1 号，以下简称“31 号公告”），对差旅费抵扣的政策进行

了进一步明确。 

一、明确了差旅费抵扣政策的适用范围 

31 号公告规定，所称“国内旅客运输服务”，限于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

的员工，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因此，按照 31 号公告的明确，可以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支出，其发生的主体限定

为两种，其一为与本单位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其二为本单位接受劳务派

遣的派遣员工，其他人员发生的旅客运输服务支出，即使取得了合规的抵扣凭证，

也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这个问题在 39 号规定发布之初就备受关注，财税星空个税群内也对这个问题

进行过探讨，我们按照税务机关的把握口径为大家进行了答复，建议只对本单位

员工发生的旅客运输服务支出抵扣进项，现在总局通过 31 号公告一锤定音，结束

了这一争议。同时，按照 31 号公告的规定，下面几种情况中的旅客运输服务不可

抵扣，需要大家注意： 

1.劳务外包员工不可抵扣 

不同于劳务派遣，在劳务外包的模式下，用工单位仅向外包方购买服务，与

外包方提供服务员工不存在劳动关系或派遣用工关系，不在 31 号公告明确的可抵

扣范围之内，因此，企业采用劳务外包的方式用工，且约定服务过程中发生的相

关费用由用工方承担的，外包方员工发生的旅客运输服务支出，用工方不可抵扣

进项税额。 

2.外部服务人员不可抵扣 

企业在购买外部专业服务时，如聘用审计、咨询、评估等单位，存在约定外

部服务人员发生的差旅费支出由接受服务的一方承担的情况，此时由于外部服务

人员不是服务接受方的员工，也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服务接受方承担差旅费支

出时，其中发生的旅客运输服务无法抵扣进项。 

3.临时工、实习生不可抵扣 

对于企业雇佣的临时工、季节工等，由于未与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其

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不可抵扣进项税额。同样，企业实习生购进的旅客运输服

务也不能抵扣。而对于处在试用期内的员工，由于《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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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劳动合同期限。因此，员工即使是在试用期内，也需要签订劳动合同，试用

期员工发生的旅客运输服务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二、规定可抵扣的增值税电子发票开具规范 

31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以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进项税额的，增

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购买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应当与实际抵扣税款的纳税人一致，否则不

予抵扣。 

因此，企业在购进旅客运输服务且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时，发票的抬头必须为公司名称，且纳税人识别号

需要完整、正确填写，否则不可抵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具抬头为个人的旅客运输服务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不

可抵扣进项。以滴滴电子发票为例： 

员工对于因公出行购买的旅客运输服务，服务实际发生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后，选择按照行程开具发票。 

 

行程实际发生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后，在申请开具电子发票时，应勾选抬头类型为“企业单位”，同时正确将纳

税人识别号填写在“税号”一栏内，建议公司要求员工开具电子发票时，同时勾选“发送行程单”，将行程单与电

子发票一并作为报销凭证，以区分个人消费和公司购买服务，因为按照财税[2016]36 号文件的规定，用于集体福利



与个人消费的支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若将员工购进用于个人消费的旅客运输服务抵扣进项，将导致企业承担一定

的税收风险。为了更好地区分行程类别，也可以要求员工按单次行程开票，同时附行程单作为证明。 

 

 



三、明确行程实际发生为抵扣的条件 

31 号公告明确，纳税人允许抵扣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实际发生，

并取得合法有效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或依据其计算的增值税税额。此处强调“实际发生”的概念，即购进的旅客

运输服务必须支付费用并且实际发生，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举个例子，旅客预订的机票分为两种，分别为“OK”机票与“OPEN”机票，“OK”票是指有具体的起飞时间，

并确定好了座位的机票；“OPEN”票则是相对“OK”机票而言的，往返票回程不定日期为 OPEN 票，回程机票上标记

为 OPEN 字样。由于 OPEN 机票没有乘坐日期，因此，旅客购买的该项服务没有实际发生，不能抵扣进项税额，OPEN

机票具体票样如下： 

 

在业务实践中，由于各家航空公司对于退票问题的处理不尽相同，对于航空机票抵扣的影响情况也会不同，如

东方航空公司要求旅客在退票时返还已经打印的机票行程单，而部分航空公司可能未做出这样的要求，导致部分旅

客购买机票并打印行程单后，发生退票行为，但是仍以原机票行程单进行报销和抵扣，导致企业承担了一定的税收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航空机票的抵扣，根据总局之前的政策答复，纳税人提供国际旅客运输服务，适用增

值税零税率或免税政策。相应地，购买国际旅客运输服务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因此，按照机票及行程的类型，应区

分以下几种情况进行抵扣： 

直飞境外机票：只有国内旅客运输才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国际运输适用零税率或免税，相应地，购买国际旅客

运输服务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经停机票：全程不能抵扣进项。 

联程机票：境内外由于行程单无法拆分境内境外，也不能抵扣进项，如下方机票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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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国内知名增值税法专家、中山大学杨小强教授曾经说过，增值税在各国落地的时候，受到各国实际情况

约束以及相关公司主体的游说，增值税原理在各国具体的实践做法也是各有差异的。这一点也可以理解，毕竟税法

并非什么自然科学，各国实践做法都有其一定的制度背景和合理性。但是，我们认为，抛开制度的国际差异，一项

政策在运行层面必须逻辑上能够自洽，不能出现与基本法理或事实不符或存在与上位法矛盾的问题，这是政策层面

应该基本遵循的原则。 

1.保险理赔增值税处理的国际借鉴 

对于保险理赔的进项税抵扣问题，我记得 2016 年金融业营改增时，毕马威曾专门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过

相关的国际实践的报告。当时报告中主要介绍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的不同做法，这两种做法也体现了对于保险

理赔增值税处理的不同实践： 

国际上对保险业普遍采取较为宽松的流转税制度，仅部分国家/地区对财产保险业征收增值税，代表国家为澳大

利亚、新西兰： 

新西兰：保险公司的赔付支出按规定税率计算相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属于增值税纳税人被保险人收到赔付

需要计算并缴纳销项税。 

澳大利亚：保险公司支付给属于增值税纳税人被保险人的赔付支出不可以计算抵扣进项税，而支付给不属于增

值税纳税人被保险人的赔付则可以计算抵扣；属于增值税纳税人被保险人收到赔付不需要计算并缴纳销项税。 

由于这部分资料传递的信息有限，我没有去具体查阅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增值税规定。从毕马威这份报告中传

递的信息应该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保险理赔应该都是按现金理赔方式处理。只不过新西兰允许保险公司的现金

理赔支出按规定税率计算进项税抵扣，但如果取得保险理赔的属于增值税纳税人（应该是对应中国一般纳税人概念）

则需要按规定税率缴纳销项税。澳大利亚的做法则是，保险公司支付给增值税纳税人（应该是对应中国一般纳税人

概念）的现金理赔支出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那么取得现金理赔的增值税纳税人也不要缴纳增值税。但是支付给非增

值税纳税人（比如个人和其他小规模纳税人）的理赔支出，保险公司可以计算进项抵扣。 

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两种实践来看，最终对国家整体的增值税效果是一样的，保持增值税链条完整。但是，

两种做法对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的要求不一样。毫无疑问，澳大利亚的做法对税务机关的挑战更小一些。因为他直接

通过保险公司识别理赔人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就可以处理，而新西兰则依赖于税务机关对广大取得理赔支出纳税人

的识别和税收征管。 

2. 我国保险理赔增值税最新政策 

而我们中国针对保险理赔的增值税实践是什么呢？从 2016 年 5月 1日营改增起就一直不明确，各地做法也不一。

终于在今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 2019 年 31 号公告，明确了保险理赔的增值税处理，自此保险理赔增值税的中国

实践正式出炉： 

（一）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实物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自行向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购进的车

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可以按规定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现金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将应付给被保险人的赔偿金直接支付

给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不属于保险公司购进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不得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三）纳税人提供的其他财产保险服务，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从 31 号公告来看，我们中国的保险理赔增值税实践既不同于新西兰，也不同于澳大利亚。我们将保险理赔分为

了实物赔付方式和现金赔付方式： 

1、实物赔付方式，货物、修理发票直接开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2、现金理赔，保险公司没有任何进项税抵扣。但是，文件没说完的是，现金理赔，货物和修理费发票肯定是开

给车辆所有人了，如果车辆所有人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应该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此时，车辆所有人取得了

保险理赔金，是否需要进项税转出，这个文件没说。 

对比中国做法的最终效果和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差异是： 

保险理赔的中国增值税处理实践评析 



1、在实物理赔情况下，针对增值税纳税人的理赔由保险公司抵扣了进项税。而针对非增值税纳税人的理赔也由

保险公司抵扣了进项税。 

2、在现金理赔情况下，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财产所有人取得了进项税抵扣（假设财产所有人取得现金理赔

不要进项税转出），而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没有进项抵扣，保险公司都没有进项税抵扣。 

而新西兰、澳大利亚实践最终结果则是，针对增值税纳税人的理赔最终都是不能抵扣进项税的。只有针对非增

值税纳税人的理赔，由保险公司计算进项税抵扣。 

3. 实务理赔与现金理赔的增值税对比分析 

如果中国做法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做法的差异仅仅是实践上的差异，这个无所谓正不正确。但是，对于中国的

这个做法，即对于实物理赔和现金理赔的差异化做法，在逻辑层面是否自洽，是否符合基本事实和上位法规定，这

个值得我们关注。我就非常赞同国际增值税报告的做法，对一个税法制度，我们应该放到实践的不同场景中去验证

他是否逻辑自洽和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 

我们以实物理赔为例，假设 A 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为公司的一台奔驰迈巴赫汽车投了财产险，支付了保

险金，此时，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缴纳增值税。A 公司取得保险增值税发票进项抵扣，这个没有疑问。 

假设 A 公司的奔驰迈巴赫汽车出险了，大灯撞坏。汽车修理厂进行维修，其中大灯的费用是 20 万元，修理费是

5 万元。但是，保险公司进行核保后确定的理赔金额是 18 万元。此时，另外的维修费用肯定由 A 公司来支付。 

1、如果是现金理赔，则 25 万的费用全部由 A 公司先支付，发票开给 A 公司，A 公司进行增值税进项税抵扣。

而保险公司凭 A 公司提供的修理发票复印件和相关核保资料，赔付 A 公司现金 18 万。此时，保险公司没有任何进项

税抵扣。 

2、如果是实物理赔，则 18 万保险费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修理厂，7 万元由 A 公司支付修理厂。虽然我可以在

开票层面，修理厂 18 万开票给保险公司，7 万开票给 A 公司。但在逻辑上就存在不自洽问题： 

（1）修理厂就提供了一台车的修理服务，他怎么能给两个纳税人开票呢？假设不是服务费，就是一个大灯，我

进货一台大灯 18 万，我如何把这台大灯的销售发票一部分开给保险公司，一部分开给 A 公司。一件货物开给两个纳

税人，这个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劳务也是一样。 

（2）车辆的所有权是 A 公司，最终换的大灯还是修理，成果都是体现在 A 公司的车辆上的，保险公司并没有取

得货物或者服务。 

（3）在实物理赔情况下，鉴于最终货物和服务的受益人都是被保险人 A 公司，如果发票是开给了保险公司，保

险公司抵扣了进项税，同时也要按转售货物或服务给 A 公司缴纳销项税的。有人说，保险公司没有取得钱，怎么缴

纳增值税呢，又不是视同销售行为。是的，这根本不是视同销售，而就是销售行为。实物理赔的情况下，应该理解

为保险公司购进货物或劳务，同时将货物或劳务转售给被保险人。此时保险公司取得什么价款呢？请注意，财税

[2016]36 号文对于增值税的价款形式不仅包括现金，还包括其他经济利益。保险公司在出险的情况下对于，对被保

险人有理赔义务。我通过实物理赔的方式，履行完了实物理赔义务，实际取得了其他经济利益（理赔债务的免除）。 

所以，显而易见的是，在保险公司实物理赔的情况下，实质就是保险公司购进实物或修理劳务，最终再转售实

物或修理劳务给被保险人履行理赔义务。保险公司购进实物或修理劳务环节可以抵扣进项税，但在最终理赔环节是

需要缴纳销项税，并给被保险人再按照对应转售行为开具增值税发票。这才是符合交易实质和增值税法理的。这样，

对于被保险人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言，我们实物理赔和现金理赔就不存在差异了。 

本来我们也不应该因为理赔方式的不一样，就导致进项税抵扣环节不一样，从而直接导致交易双方对于抵扣利

益的争抢，这不符合税收中性的原则，税收政策就影响商业模式了。 

而对于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言，如果保险公司实物理赔按转售缴纳增值税，实际上针对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的理赔，任何一方都没有抵扣进项税，这个和现金理赔效果一样。但对比新西兰、澳大利亚做法，针对非增值税纳

税人理赔，保险公司是可以计算进项税抵扣的。 

我们认为，如果保险公司实物理赔不按转售缴纳增值税，不符合增值税原理，且逻辑上也不能自洽，同时保险

公司按 13%抵扣进项税（但销项 6%），存在不合理的进销差。同时，这直接导致了保险公司利用自身行业优势，会

把中国的理赔方式基本改为实物理赔去争夺进项税抵扣。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增值税规定是不合理的，违背税制中

性，也不符合上位法规定。 



4.我们的建议 

我们建议，对于实物理赔和现金理赔应该采用一致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政策，即无论是实物理赔还是现金理赔，

都应该按照现金理赔的原则处理： 

1、修理厂无论在实物理赔还是在现金理赔下，都应该直接开票给被保险人。 

2、保险公司应该按照其实际支付给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理赔金额，给予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从保费收入中

扣除，而不是按照修理劳务的 13%的税率进行抵扣 

3、保险公司支付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理赔金额不允许进项税抵扣。 

这样的规定才符合增值税原理，逻辑上自洽，也不存在税收政策干预商业模式，违背税制中性原则。当然，这

样的规定就不是征管层面的明确，应该是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公告来规定了。 

作者：中汇税务集团合伙人/全国技术总监 赵国庆 

本文版权属于作者所有，更多与本文有关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电话：010-57961169 

 

 

 

 

 

财办会〔2019〕30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办公厅（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政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有关单位： 

为解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我们起草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征求意见稿）》。现印发你们，请组织征求意见，并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前将意见

反馈至财政部会计司，反馈意见材料中请注明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财政部会计司制度二处  罗雪娇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三号  100820 

联系电话：010-68552897 

电子邮箱：zhiduerchu@mof.gov.cn 

附件：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征求意见稿）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财政部办公厅 

2019 年 9 月 23 日 

 

 

 

 

财办会〔2019〕3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

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司，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财务局，有关单位： 

为加强会计人员诚信建设，对严重违法失信会计人员实施联合惩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国务

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国

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规

〔2017〕1798 号）等，我们起草了《严重违法失信会计人员黑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说明，现印发给你

们，请组织征求意见，并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我部会计司。同时，欢迎有关方面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人：财政部会计司会计人员管理处 李静 

关于征求《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3 号（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关于征求《严重违法失信会计人员黑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行业资讯 

http://www.zhcpa.cn/message/detail1/6941.html
http://www.zhcpa.cn/message/detail1/6941.html


联系电话：010-68553024，68552007（传真） 

电子邮箱：renyuanchu@mof.gov.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3 号 100820 

附件：1．严重违法失信会计人员黑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关于《严重违法失信会计人员黑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财政部办公厅 

2019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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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财政部办公厅 

2019 年 9 月 2 日 

 

 

 

 

为统一征管口径，便于纳税人执行，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

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1 号）（以下简称《公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明

确。其中，“关于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 8 项征管规定将从 10 月 1 日起实施，大家

抓紧学习。 

一、关于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公告》规定：适用《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的增值税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

物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579 号）规定的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为其代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代办相关涉税事项的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除外），取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提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取得《国内水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政策解读：2017 年，税务总局先后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579 号），

允许税务机关为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异地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由符合条件的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为货物

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个体司机提供开票便利。同时，按照当时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明确

了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专用发票需要取得相关运输资质。由于交通管理部门对运输资质要求进行了调

整，因此，《公告》对代开发票的条件也相应调整为：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

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除外），应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证》；提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应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二、关于运输工具舱位承包和舱位互换业务适用税目 

《公告》规定：（一）在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中，发包方以其向承包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承包方以其向托运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

务”缴纳增值税。 

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是指承包方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

然后以承包他人运输工具舱位的方式，委托发包方实际完成相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二）在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中，互换运输工具舱位的双方均以各自换出运输工具舱位确认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是指纳税人之间签订运输协议，在各自以承运人身份承揽的运输业务中，互相利用对

方交通运输工具的舱位完成相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政策解读：舱位承包业务中，对承包方来说，其以承运人身份对外承揽运输业务，然后通过承包他人运输工具

舱位的方式委托对方实际完成相关运输服务，属于提供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应以承揽该运输业务向托运人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对发包方来说，是以运输工具舱位承包的方式，

使用自有运输工具实际提供了运输服务，因此，发包方应以其向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

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这 8 项增值税征管规定 10 月 1 日起实施！抓紧学习 

http://www.zhcpa.cn/message/detail1/6932.html


舱位互换业务中，互换舱位的双方均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

然后通过互换运输工具舱位的方式，委托对方实际完成相关运输服务，因此，双方均以换出舱位的方式向对方提供

了交通运输服务，各自应以换出运输工具舱位确认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

值税。 

三、关于建筑服务分包款差额扣除 

《公告》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规定允许从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分包款，是指支

付给分包方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政策解读：纳税人提供特定建筑服务，可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

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计税。总包方支付的分包款是打包支出的概念，即其中既包括货物价款，也包括建筑服务价款。

因此，《公告》明确，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规定允许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分包款，是指支

付给分包方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四、关于取消建筑服务简易计税项目备案 

《公告》规定：提供建筑服务的一般纳税人按规定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再实行备案制。以

下证明材料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改为自行留存备查： 

（一）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 

（二）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承包合同。 

政策解读：为简化办税流程，优化税收环境，落实“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公告》明确，对于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规定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再实行备案制。相关证明材料无需向税务机

关报送，改为自行留存备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建筑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备案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同时废止。 

五、关于围填海开发房地产项目适用简易计税 

《公告》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以围填海方式取得土地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围填海工程《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围填海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属于房地产老项目，可

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政策解读：以围填海方式取得土地的房地产项目，其围填海的开工日期可能早于房地产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上注明的开工日期。为体现房地产老项目简易计税的政策精神，公平税负，《公告》明确，以围填海方式取

得土地的房地产项目，围填海工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围填海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均属于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六、关于限售股买入价的确定 

《公告》规定：（一）纳税人转让因同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

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上市首日开盘价为买入价，按

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 

（二）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多次停牌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五条第（三）项所称的“股票停

牌”，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定前的最后一次停牌。 

政策解读：（一）关于多情形形成限售股的买入价确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第 53 号公告发布，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下称 53 号公告）第五条分别针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

重大资产重组三种不同情形形成的限售股，如何在转让时确定其限售股买入价做出了明确规定。此外，还存在一种

特殊情形，即因同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而形成限售股。因此，《公告》

明确，纳税人转让因同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而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

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上市首日开盘价为买入价，按照“金融商品转让”

缴纳增值税。 

（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形成限售股的买入价确定 



53 号公告第五条规定，因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

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实践中，上市公司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可能出现多次停牌。《公告》明确，上述“股票停牌”是指证监会就其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定前的最

后一次停牌。 

举例说明：A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7 日宣布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并于当天停牌。2018 年 4 月 18 日股票复牌。

2018 年 7 月 24 日，A 上市公司因收到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其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的通知后停牌。2018 年 8 月

29 日，重组委表决通过 A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8 月 30 日 A 上市公司股票复牌。9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就 A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准的决定。鉴于证监会就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定前

最后一次停牌时间是 2018 年 7 月 24 日，因此，纳税人转让 A 上市公司限售股，应以证监会就其申请作出予以核准

决定前最后一次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即 7 月 23 日 A 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盘价为买入价。 

七、关于保险服务进项税抵扣 

《公告》规定：（一）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实物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自行向车辆修理劳务

提供方购进的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可以按规定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现金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将应付给被保险人的赔偿金直接支付

给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不属于保险公司购进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不得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三）纳税人提供的其他财产保险服务，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政策解读：进项税抵扣，应遵循统一的扣税原则，即纳税人购进货物或服务所负担或支付的增值税额，凭合法

有效扣税凭证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在实际操作中，所有行业，所有纳税人，都应按照上述普遍性规定自行适用抵扣

政策，保险公司的赔付支出也不例外。在实践中，保险赔付支出有不同的形式，其进项税抵扣问题应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并适用政策。 

以车险为例，不同的车险业务，保险公司、投保人和修理厂之间的交易实质和权利义务不一样，适用的抵扣政

策也不一样。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行业所称的“实物赔付”。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的赔付方式是由保险公司将投保车辆修理至恢复

原状。在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修理厂购买修理服务并支付修理费。这种情况下，由于修理服务的

实际购买方为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可以凭修理厂向其开具的修理费专用发票行使抵扣权。 

第二种是行业所称的“现金赔付”。保险合同约定，在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由被保

险人自行修理。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替被保险人联系修理厂对出险车辆进行维修，并将

原应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赔偿金转付给修理厂。这种情形下，由于修理服务的接受方是被保险人而不是保险公司，即

使保险公司代被保险人向修理厂支付了修理费并取得相关发票，也不能将其作为保险公司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公告》明确了上述两种情况下车险赔付支出的进项税抵扣问题；同时，保险公司开展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

也可以比照执行。 

八、关于餐饮服务税目适用 

《公告》规定：纳税人现场制作食品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政策解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费模式的不断创新，消费者不直接就餐而是购买食品后打包带走的这种快速

消费方式越来越普遍，但这一消费方式的改变，并不影响纳税人向消费者提供餐饮服务这一行为本质。因此，为统

一征管口径，确保“堂食”和“外卖”税收处理的一致性，《公告》明确，纳税人现场制作食品并直接销售给消费

者的行为，应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近日，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个人所得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相关工作，防范虚假医疗收费票据。财

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根据《财政部关于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



62 号)、《财政部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电子票据式样 和财政机打票据式样的通知》（财综〔2018〕72 号），联合发布

了《关于全面推行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财综〔2019〕29 号），全面推行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

革。该政策明确了全国统一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式样，同时明确了电子票据信息的填列内容，对于个人所得税大病

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政策细节进行了进一步明确。 

什么是大病医疗 

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国发〔2018〕41 号）文件的规定，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

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的部分准予扣除。 

根据《关于全面推行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财综〔2019〕29 号），本次医疗电子票据改革政策

中，对可以扣除的支出项目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即在医疗电子票据的“其他信息”栏次里，直接列示“个人自付”

的金额。 

个人自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由个人负担的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自付部分的金额；开

展按病种、病组、床日等打包付费方式且由患者定额付费的费用。该项为个人所得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项。 

本次医疗电子票据改革明确，医疗收费票据中各项金额的勾稽关系为：金额合计=医保统筹基金支付+其他支付+

个人账户支付+个人现金支付。 

扣除金额与对象 

《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 号）：“第十一条 在一个纳

税年度内，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

分）累计超过 15000 元的部分，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时，在 80000 元限额内据实扣除。 

第十二条 纳税人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本人或者其配偶扣除；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

选择由其父母一方扣除。 

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分别计算扣除额。 

留存备查资料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大病患者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据原件或复印件，或者医疗保障部门

出具的纳税年度医药费用清单等资料。” 

此次医疗电子票据改革，为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支出的信息化管理提供了条件，方便了纳税人的信息填报和

资料留存，也便利了税务机关的征管和信息比对。 

政策依据：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

第 60 号） 

3.《关于全面推行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财综〔2019〕29 号） 

来源：上海税务 

 

 

 

 

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中，企业出现一次性收取收入的情形比较常见，比如：一次性取得跨年租金收入，一次性

取得建筑服务工程款收入，一次性取得预收货款收入等情形。那么，上述情形发生以后，企业所得税该如何处理呢？ 

案例 1.一次性取得跨年租金收入确认问题 

2019 年 7 月 1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仓库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甲公司将自有闲置仓库出租给乙公司，租赁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六）项所称租金收入，是指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

得的收入。 

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第一条规定： 

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

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

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在本案例中，甲公司租赁协议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收入提前一次性取得，因此，甲公司可以将收取的

2019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租金收入在 12 个月内分期均匀确认。 

案例 2.一次性取得建筑服务工程款收入确认问题 

2018 年 9 月，甲建筑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生产线建造合同。合同约定金额 110 万元（含税），因甲公司资金周转

紧张，甲公司要求在合同签订当日乙公司应一次性支付全额工程款。乙公司按约支付了全额工程款，当日甲公司向

乙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 100 万元，税额 10 万元。2018 年末，工程完工进度为 70%，2019 年 5 月

达到完工条件并经乙公司验收合格。那么，甲建筑公司一次性取得的建筑服务收入该如何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呢？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 号）第二条规定： 

企业在各个纳税期末，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采用完工进度（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

收入。 

（一）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3.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核算。 

（二）企业提供劳务完工进度的确定，可选用下列方法： 

1.已完工作的测量； 

2.已提供劳务占劳务总量的比例； 

3.发生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 

（三）企业应按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劳务收入总额，根据纳税期末提供劳务收入

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纳税年度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

务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纳税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为当期劳务成本。 

因此，甲建筑公司应在 2018 年确认的收入=110/（1+10%）*70%=70 万元；应在 2019 年确认的企业所得税收入

=110/（1+10%）-70=30 万元。 

案例 3.一次性取得预收货款收入确认问题 

甲公司生产的新型产品市场供不应求，该产品生产周期通常需要 3 个月左右，甲公司要求采购方需要在合同签

订时一次性全额预付货款。2018 年 12 月，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并按合同要求提前一次性预付了全部

货款。2019 年 3 月，甲公司按约定向乙公司交付了货物并经乙公司验收合格。那么，甲公司取得的预收货款应确认

为 2018 年度企业所得税收入还是 2019 年度企业所得税收入呢？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 号）第一条规定： 

除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另有规定外，企业销售收入的确认，必须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企业销售商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确认收入的实现： 

1.商品销售合同已经签订，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企业对已售出的商品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实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已发生或将发生的销售方的成本能够可靠地核算。 



符合上款收入确认条件，销售商品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因此，甲公司应将该笔货款确认为 2019 年企业所得税收入。 

案例 4.一次性取得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确认问题 

甲公司是一家全国著名的餐饮连锁公司，该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采取以“加盟连锁店为主体”的方式进行标

准化的门店运营管理。2019 年 9 月，甲公司与某加盟商签订加盟协议，协议约定加盟方应在协议签署之日向甲公司

一次性缴纳协议期内特许权使用费 25.44 万元（含税），合同履约期限为 24 个月。加盟店由加盟方投资经营，自负

盈亏，独自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在合约期内，加盟方可使用甲公司的标识等从事商业活动。 

那么，甲公司一次性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该如何做企业所得税处理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七）项所称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是指企业提供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

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根据上述规定，甲公司应将一次性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不含税金额）全额确认为当期企业所得税收入。 

来源：中税答疑新媒体智库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工作的决策部署，今年以来，财政部、税务总局先后制定一系列优惠

政策和配套性文件。为了进一步方便纳税人和税务人员正确理解减税降费相关政策，有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各地政策执行过程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供纳税人参考学习。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55 号），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

税务总局配套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43 号），对政策执行口径、管理事项和管理要求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实际执行中，纳税人应如何理解和准确适用相关优惠政策呢？以下 15 个问题解答您的疑问。 

1.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优惠政策中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条件是什么？ 

答：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

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规定，初创科技型企

业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2）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不低于 30%；资产总额和年

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5000 万元； 

（3）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 5 年（60 个月）； 

（4）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 2 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5）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 20%。 

2.创投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期限如何确定？ 

答：为避免产生执行期限是指投资时间还是指享受优惠时间的歧义，让更多的投资可以享受到优惠政策，《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特意写入了衔接性条款，简

言之，无论是投资时间，还是享受优惠时间，只要有一个时间在政策执行期限内的，均可以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政策。 

3.初创科技型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的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标准是一样的，这两个指标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吗？ 

答：初创科技型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的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的计算方法不一样。初创科技型企业从业人数

和资产总额指标，按照企业接受投资前连续 12 个月的平均数计算，不足 12 个月的，按实际月数平均计算。小型微

利企业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按照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 

15 个问答，秒懂创业投资税收优惠咋享受 



4.一家创业投资企业于 2017 年 3 月投资了一家从业人数为 260 人，资产总额为 4000 万元，年销售收入 1000

万元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在 2019 年度能否享受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文件明确 2019

年 1 月 1 日前 2 年内发生的投资，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投资满 2 年且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文件规定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

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可以适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

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文件规定的税收政策。所提的投资时间是 2017

年 3 月，属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前 2 年内发生的投资，如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55 号）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可以自 2019 年度开始享受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5.合伙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如何确定投资额？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3

号）规定，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额，按照合伙创投企业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额

和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人占合伙创投企业的出资比例计算确定。所称出资比例，按投资满 2 年当年年末各合伙人对

合伙创投企业的实缴出资额占所有合伙人全部实缴出资额的比例计算。 

6.符合条件的合伙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能否用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抵扣来源于非初创科技型企业的

项目收入？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规

定，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当年不

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其中经营所得未区分是否来源于初创科技型企业的项目收入。 

7.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的，可按投资额的 70%抵扣转让该初创科

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享受优惠政策的天使投资个人还需同时满足什么条件？ 

答：享受优惠政策的天使投资个人，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雇员或其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

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下同），且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不存在劳务派遣等关系； 

（2）投资后 2 年内，本人及其亲属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 50%。 

8.天使投资个人同时投资于多个符合条件的初创科技型企业，不同投资项目之间是否可以互抵，有何限制？ 

答：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对其中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天使投资个人对其投

资额的 70%尚未抵扣完的，可自注销清算之日起 36 个月内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其他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

纳税所得额。 

9.符合条件的合伙创业投资企业及个人合伙人，有何备案要求？ 

答：合伙创投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符合享受优惠条件的，应： 

（1）合伙创投企业在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的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向合伙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

案手续，备案时应报送《合伙创投企业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备案表》，同时将有关资料留存备查（备查资料同公司

制创投企业）。合伙企业多次投资同一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应按年度分别备案。 

（2）合伙创投企业应在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后的每个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向合伙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

关报送《合伙创投企业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情况表》。 

10.符合条件的合伙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如何在申报时进行投资额抵扣的填写？ 

答：个人合伙人在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应将当年允许抵扣的投资额填至《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

报表（B 表）》“允许扣除的其他费用”栏，并同时标明“投资抵扣”字样。2019 年度以后进行投资额抵扣时，应

将当年允许抵扣的投资额填至《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 表）》“投资抵扣”栏。 

11.符合条件的天使投资个人，有何备案要求？ 



答：天使投资个人应在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4 个月的次月 15 日内，与初创科技型企业共同向初创科技型企

业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备案时应报送《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备案表》。被投资企业符合初创科技

型企业条件的有关资料留存企业备查，备查资料包括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现金投资时的投资合同（协议）、章程、

实际出资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被投资企业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的有关资料。多次投资同一初创科技型企业的，

应分次备案。 

12.符合条件的天使投资个人应如何进行申报抵扣？ 

答：天使投资个人转让未上市的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按照规定享受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时，应于股权转让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情况表》。同时，天使投资个人还应一并提供投资初

创科技型企业后税务机关受理的《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备案表》。 

其中，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需同时抵扣前 36 个月内投资其他注销清算初创科技型企业尚未抵

扣完毕的投资额的，申报时应一并提供注销清算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并注明注销清算等情况的《天使投资个人所

得税投资抵扣备案表》，以及前期享受投资抵扣政策后税务机关受理的《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情况表》。 

13.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天使投资个人投资满 2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应如何处理？ 

答：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足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条件后，初创科技型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天使投资个人在转让初创科技型企业股票时，有尚未抵扣完毕的投资额的，应向证券机构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限售股转让税款清算，抵扣尚未抵扣完毕的投资额。清算时，应提供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后

税务机关受理的《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备案表》和《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情况表》。 

14.初创科技型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如何把握？ 

答：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指企业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个纳税年度的研发费用总额合计占同期

成本费用总额合计的比例。此口径参考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占比的计算方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享受优惠的门

槛，使更多的企业可以享受到政策红利。 

比如，某公司制创投企业于 2018 年 5 月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假设其他条件均符合文件规定，初创科技型企业

2018 年发生研发费用 100 万元，成本费用 1000 万元，2018 年研发费用占比 10%，低于 20%；2019 年发生研发费用

500 万元，成本费用 1000 万元，2019 年研发费用占比 50%，高于 20%。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

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3 号）明确的口径，投资当年及下一年初创

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平均占比为 30%（（100+500）/（1000+1000）×100%），该公司制创投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 

15.公司制创投企业和合伙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享受创业投资企业优惠政策是否需要向税务机关备案？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明确企业享受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不再要求企业办

理备案手续。《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3 号）明确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此外，为进一步简政放权，减轻

纳税人负担，《公告》不再要求合伙创投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合伙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所得分配情况明细表》，

改由合伙创投企业直接提供给法人合伙人留存备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尊老爱幼一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也都有年老的一天，童年生活由于父母

的爱而变得美好，年老的时候由于子女的爱而充满温情。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 正式实施，将赡养老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中。那关于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都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跟着小编来看一看吧~ 

扣除范围： 

最近很多人电话咨询这一专项附加扣除，今天统一整理回复大家~ 



纳税人赡养年满 60 岁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岁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赡养支出，可以税前扣除。 

扣除标准：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分摊的扣除额最高不得超过每月 1000 元。 

分摊方式： 

包括由赡养人均摊或约定分摊，也可以由被赡养人指定分摊。采取指定分摊或者约定分摊方式的，每一纳税人

分摊的扣除额最高不得超过每月 1000 元，并签订书面分摊协议。指定分摊与约定分摊不一致的，以指定分摊为准。 

扣除方式： 

采取定额标准扣除方式。 

扣除主体： 

一是负有赡养义务的所有子女。《婚姻法》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

义务。 

二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均已经去世，负有赡养义务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热点问答 

问题一：纳税人父母年龄均超过 60 周岁，在进行赡养老人扣除时，是否可以按照两倍标准扣除？ 

答：不能。扣除标准是按照每个纳税人有两位赡养老人测算的。只要父母其中一位达到 60 岁就可以享受扣除，

不按照老人人数计算。 

问题二：由于纳税人的叔叔伯伯无子女，纳税人实际承担对叔叔伯伯的赡养义务，是否可以扣除赡养老人支出？ 

答：不可以。被赡养人是指年满 60 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问题三：赡养岳父岳母或公婆的费用是否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 

答：不可以。被赡养人是指年满 60 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问题四：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离异后再婚的，如何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答：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离异后重新组建家庭，在新组建的两个家庭中，只要父母中一方没有纳税人以外

的其他子女进行赡养，则纳税人可以按照独生子女标准享受每月 2000 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除上述情形外，不

能按照独生子女享受扣除。在填写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时，纳税人需注明与被赡养人的关系。 

问题五：双胞胎是否可以按照独生子女享受赡养老人扣除？ 

答：双胞胎不可以按照独生子女享受赡养老人扣除。双胞胎兄弟姐妹需要共同赡养父母，双胞胎中任何一方都

不是父母的唯一赡养人，因此每个子女不能独自 2000 元的扣除额度。 

问题六：非独生子女的兄弟姐妹都已去世，是否可以按独生子女赡养老人扣除 2000 元/月？ 

答：一个纳税年度内，如纳税人的其他兄弟姐妹均已去世，其可在第二年按照独生子女赡养老人标准 2000 元/

月扣除。如纳税人的兄弟姐妹在 2019年 1月 1日以前均已去世，则选择按“独生子女”身份享受赡养老人扣除标准；

如纳税人已按“非独生子女”身份填报，可修改已申报信息，1 月按非独生子女身份扣除少享受的部分，可以在下

月领工资时补扣除。 

问题七：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能否按照独生子女扣除，如何判

断？ 

答：只要祖父母、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没有纳税人以外的其他孙子女、外孙子女共同赡养，则纳税人可以

按照独生子女扣除。如果还有其他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纳税人共同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则纳税人不能按照独

生子女扣除。 

问题八：两个子女中的一个无赡养父母的能力，是否可以由余下那名子女享受 2000 元扣除标准？ 

答：不可以。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 号）规定，

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在兄弟姐妹之间分摊 2000 元/月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000 元，不能

由其中一人单独享受全部扣除。 

问题九：非独生子女，父母指定或兄弟协商，是否最高某一个子女可以扣 2000 元？ 



答：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 号）规定，纳税人为

非独生子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000 元。因此，非独

生子女是不能通过父母指定或兄弟协商享受 2000 元扣除标准的。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 号） 

来源：北京税务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9 年第 31 号），对纳税人普遍关心的一些增值税征管问题进行了明确。其中，对如何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的

问题进行了明确。 

政策内容： 

《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1 号）第十

三条规定： 

（一）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纳税人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 17%、16%、11%、10%税率蓝字发票的，

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办理临时开票权限。临时开票权限有效期限为 24 小时，纳

税人应在获取临时开票权限的规定期限内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二）纳税人办理临时开票权限，应保留交易合同、红字发票、收讫款项证明等相关材料，以备查验。 

（三）纳税人未按规定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办理注意事项： 

1. 

嬱㰳〴㐰㑆〾ㄱ㰴䐳㘳䙂㜾ㄱ㰴㘵〴㕆䘾ㄱ㰰㑄䄱䌴㤾ㄱ㰰䄳䔰䄴㰰㍂㠰㐷ㄾㄱ㰰㈳告ഊ䔳〴㐾ㄱ㰰䄰㜲䘹䔾ㄱ㰰㈳䐱䈶䌾ㄱ㰴ㅅㄲㄷ㐾ㄱ㰴䕁䘴ㅆ㜾ㄱ㰱䌴䘲䐲能〴㐰㝆㰱䉃䘰㍂㠾ㄱ㰰㔱诺追䐾ㄱ㰱䔱䈵ぃ㈾ㄱ㰰㈳䔾崠告ഊ䕔ഊ⁅䵃†⽐‼㰯䵃䥄‹〾㸠䉄⁂名ਯ䘲‱〮㔶⁔昍‰‰‱″㠸⸵ㄠ㐱㘊嬼ㄵ㘸⸲ഊ嬼〸䐴㉁ഊ䕔ഊ儍只䕍䌠 倠㰼⽍䍉䐠㤷㸾⁂䐱䌠䉔ഊ⽆㈳⸴㜠㈲⁔〲‱㔮㘠牥ഊ昪ഊ⁅䵃†⽐‼㰯䵃䥄‹㈾㸠䉄ㄲ⁂名‰‰‱‵㐮㌶‶㌳⸴㘠㈴㘮㜸服ਜ਼⠱⸠⥝⁔䨍䕔ഊ⁅䵃†⽐‼㰯䵃䥄‱㠾㸠䉄䌲⁂名ਯ追‱〮㔶⁔昍‰‰‱‵㐮㌶‴㘴司〳′㐶码舱ഊ嬨㝁㤰㑃㐰㍂㠱㈲䘹㠱㰱䍁㐴㘸‱移㰰㐵〴㕆䙁ㄱ㰰䄰㜰㈴䘾ㄱ㰳〴㐱㕂㜾ㄱ㰾ㄱ㰰㡄㐲㌰䄾ㄱ〵䌼䐰㥄㔰㍂㰰㤷㜾崠告ഊ㘾㘳㐲㌰䄾ㄱ䕔ഊ⁅䵃†⽐‼㰯䵃䥄‱㈾㸠䉄䌠⁂名ਯ䘲‱〮㔶⁔昍‰‰‱‴㠵⸱㐠㈷㐊码′㐶码舱ഊ嬨㜍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ㄸ㸾⁂䑃㈠ㄠ服ਲ਼ㄮ自㌹㔮㐵′〸⸲㈠ㄵ⸶攍੦⨍只䕍䌠 倠㰼⽍䍉䐠㤲㸾⁂䐱㈠䉔ഊ⽆㌠⸵㘠呦ഊㄠ〠〠ㄠ㔱㤮ㄠ㐶㌮㐶′ㄍ舱ഊ嬼〳䈴〴㍆㸱ㄼ㌰㐼㈹调㌰㐴㸱ㄼ〴䘰ㅄ㘰㸷䘼ㅄ㜷㉆㥅㸱ㄼㄱ㠶う䄹〳䈾ㄱ䅆ㅂ㝔䨍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㘶㸾⁂䐱䌠䉔ഊ⽆㈠⸵㘠呦ഊㄠ〠〠ㄠ㌳⸳㘠㘱洍ਵ′ㄍ舱ഊ嬼㜍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ㄸ㸾⁂䑃㈠ㄠ服ਲ਼ㄮ自㐷㌮㐷‱㤲⸶㌠吵⸶攍੦⨍只䕍䌠 倠㰼⽍䍉䐠㤲㸾⁂䐱㈠䉔ഊ⽆㌠⸵㘠呦ഊㄠ〠〠ㄠ㔴⸳㘠㐷㜮㐳‱㤶⸴㌠ഊ嬨ഊ嬼㑊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范㸾⁂䐱ㄠㄠ服ਲ਼ㄮ自㔸㈮老′㔵⸸㌠ㄵ⸶攷㠮㠳⨍只䕍䌠 倠㰼⽍䍉䐠ㄾ㸠䉄䌠ㄠ䉔ഊㄠ〠〠ㄠ㔴⸳㘠㔸ㄍਰ⸳㈵㘮㐳ਜ਼⠠⥝⁔䨍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ㄸ㸾⁂䑃ㄠㄠ服ਲ਼ㄮ自㐷㌮㐷′㌍ਲ㈠ㄵ⸶攍੦⨍只䕍䌠 倠㰼⽍䍉䐠㤲㸾⁂䐱䌸焍同名ਯ追‱〮㔶⁔昍‰‰‱‵㐮㌶″范⸴ㄠ㈴㌮㐳‰⸳移㜱⁷ഊ〠服ਜ਼㰰㡄㐲䄳䌾ㄱ㰳〴㰲㥂㐰㑆〾ㄱ㰱㝆㰱䐷䔾ㄱ㰱ㄸ㘰䙁㤰㍂㸱ㅁ䘱䈷䄾ㄱ〸㔱㰴㘱ㅔഊ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ㄷ㸾⁂䑃䌠䉔ഊ⽆系‰‰‱‱㈸⸱自㍔䨊〠朲㐳⸴㌠爠〮㌰ㄷㄠ眍ਰഊ系⸸‶ㄳ⸹‵㌴㘮㘶‱㔮㘠牥ഊ昪ഊ⁅䵃†⽐‼㰯䵃䥄‹㈾㸠䉄ㅃ⁂名ਯ追‱〮㔶⁔昍‰‰‱′㔹⸲㔠ㄷ⸸㘠㌳㜊〠服ਜ਼㰰㍂㐰㐳㐰㑆〾ㄱ㰱䍁㐴㘸㌹ㅂ㰱㤳追䙆䄾ㄱ㰱ㅄ移㔳㘾ㄱ㰰㝁䐰㥄㔴㘳㠾ㄱ㠲䈵䔾ㄱ㰳〴㰲㥂䐰䄰㜾ㄱ㰲䘹䔲䍂䄾ㄱ㰰㔱诺追䄾ㄱ㸱ㄼ䐰㥄㔸㜾ㅅ䐷㤴䌸㙅㜲䌾ㄱ㰰㈳䔾崠告ഊ䕔ഊ⁅䵃†⽐‼㰯䵃䥄‶㘾㸠䉄ㅃ⁂名ਯ䘲‱〮㔶⁔昍‰‰‱″㌲码ㄠ㜴㘮㈳″㌷ਰ‱ഊ嬼㑆移自呦ഊㄠ〠〠ㄠ㔴⸳㐷 倠㰼⽍䍉䐠㤵㸰㝁㤳䙆㰱䐵㰴䌸㘰㝂䈾ㄱ〾崠告ഊ䕔ഊ⁅䵃†⽐‼㰯䵃䥄‸㐾㸠䉄⁂名ਯ䘲‱〮㔶⁔昍‰‰‱‴㌶⸳㤠ㄸ㠴㌠㔷㜮〠服ਜ਼㰴䨍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㠵㸾⁂䐱䌠䉔ഊ⽆㌠⸵㘠呦ഊㄠ〠〠ㄠ㐸㔮ㄴ′移ਲ⁔㔷㜮〠服ਜ਼㰴䘼ㅃ㈼〳䈸㸸〼㌴䔼㌰㐴〴䘰㸱ㄼ㑄㌶㍆䈷〴㜱䐰㐴㈹䉄程ぃ〴㙁㸱ㅅ㸱ㄼㅄ㜹㑃㠶㸱ㄼㅄ㍆ㅂ㝁㸱ㄼㄱ䐰ㅄ㔵㸱ㄼ㑃㠶〷䉂㸱ㄼㄵ㌶〷䅄㸱ㄼ〹䐼㐶㌸㉂㕅㸱ㄼ㌰㐴㈹䉄㸱ㄼ程〷㉆㥅㸱ㄼㄸ䈵㐲㍔䨍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㤰㸾⁂䐱ㄠ䉔ഊ⽆㈠⸵㘠呦ഊㄠ〠〠ㄠ㐶〮㌠㐰㠮㘴㘠㔷㜮〠服ਜ਼㰴䨊䕔ഊ⁅䵃†⽐‼㰯䵃䥄‹㤾㸠䉄ㄱ⸰ഊ嬼〳䈴〴⠳ഊ䕔ഊ⁅䵃†⽐‼㰯䵃䥄‹㤾㸠䉄⁂名ਯ追‱〮㔶⁔昍‰‰‱‴㈸⸱ㄠ⽆㌠⸵㜷⸰ഊ嬨嬍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ㄸ㸾⁂䑃〠ㄠ服ਲ਼ㄮ自综〮㈷″㐸㐶㔮ㄵ⸶攍੦⨍只䕍䌠 倠㰼⽍䍉䐠ㄹ㸾⁂䑃〠䉔ഊㄠ〠〠ㄠ㜮〶‱㜮㠶″㜷 崠告㍆〳䉅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㘶㸾⁂䐱䌠䉔ഊ⽆㈠⸵㘠呦ഊㄠ〠〠ㄠ㐳㘮㌹‶㐊⸰㌠ㄹ㘮㐳ਜ਼⠱┩嵔ഊ⁅䵃†⽐‼㰯䵃䥄‱㌾㸠䉄䌠⁂名ਯ追‱〮㔶⁔昍‰‰‱‴㠵⸱㐠⽆㌠⸱㤶⸴㌠ഊ嬨ㄼ㰰㍂㠱㈲䘾ㄱ㰱ㄸ㘰䙁㤰㐷㰴䕄系㡅䉂ㄱ㱂㘴㈱䐳䘾ㄱ告ഊ䔾㠰㰳㑅〾崠告ഊ㰴ㅅ㐾ㄱ系㡅䉂ㄱ㱂㘴㈱䐳㰴䕁㰴䌷䄰㡄䄾ㄱㄱ㱂䌰㐶䄾ㄱ䔾〴㐰㐴㤳㔸䄾ㄱ䉂ㄱ䌰㐶䅂㘴㰴䕁䘴ㅆ㜾ㄱ〸㈳㐲㌰䄹〲系㠹㤴䌹䄵㠹う㔊䕔ഊ⁅䵃†⽐‼㰯䵃䥄″㈾㸠䉄ㄳ⁂名ਯ䘲‱〮㔶⁔昍‰‰‱‴㘰⸳‴㜰㘮㘶‱㤶⸴㌠ഊ嬨ㄥ㭝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ㄳ㸾⁂䑃†䉔ഊ⽆㌠⸵㘠呦ഊㄠ〠〠ㄠ㐷㘮〲‴洍ਰ㌮ㄹ㘮㐳ਜ਼⠱㰼㝄㔼†⼊㠱㘵㤱㌠㸱ㄼ㉃䉁㹝⁔䨍਼㌴䔰㹝⁔䨍਼〷䅄〹䐵㐶㌸㉆㥅㉃䉁㸱ㄼ〳䉁㔸㥅名ഊ系⸸‶㈹⸵‵ㄴ㕔〲‱㔮㘠牥ഊ昪ഊ⁅䵃†⽐‼㰯䵃䥄‹㈾㸠䉄ㄴ⁂名ਯ追‱〮㔶⁔昍‰‰‱‵㐮㌶‷㔸⸲㘠ㄴ㤮㜸服ਜ਼⠱⸠⥝″䘾ㄱ㰳〴㰲㥂㤳〴䘾ㄱ㰵自呦ഊ〾㝆㰱䐷㜲䘹䔾ㄱ㰱ㄸ㘰䙁㤰㍂㸱ㅁ䘱䈷吳ㄷ㐾ㄱ㰰㑆〰㡄㐾ㄱ㰰老㈳〴㐰䄰㜾ㄱ㤳〴㐾ㄱ㰰㑆移䐶〾㝆㰱䐷㜲䘹䔾ㄱ㰱ㄸ系㠹㤴䌹䄵㠹う㔊䔴㈳告ഊ䕔ഊ⁅䵃†⽐‼㰯䵃䥄‹〾㸠䉄ㄴ⁂名ਯ䘲‱〮㔶⁔昍‰‰‱″㠰⸱ㄠ㘴㠮㈳‱㐹码舱ഊ嬨移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ㄸ㸾⁂䑃䌳ㄠ服ਲ਼ㄮ自㘲㤮㔠㔱㌰⸲㈠ㄵ⸶攍੦⨍只䕍䌠 倠㰼⽍䍉䐠㤲㸾⁂䐱㐠䉔ഊㄠ〠〠ㄠ㌳⸳㘠㔵㠮㈶‱㌴舱ഊ嬼〳䈴〴⠲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ㄸ㸾⁂䑃㐠䉔ഊ⽆㌠⸵㘠呦ഊㄠ〠〠ㄠ㔱㤮ㄠ㐶㐊⸰㌠ㄳ㐊ㄸ服ਜ਼㰷䄹〴䌴〳䈸ㄲ㉆㤸ㄼㅃ䄴㐶自ㄼ〴㔰㐵䙆䄱ㄼ程〷〲㑆㸱ㄼ㌰㐴ㄵ䈷㸱ㄼ㸱ㄼ〸䐴㈳程㸱㕃㱄〹䐼㐶㐱䉆㌳㐶㔰㑆䌵㠷䙄〹䐵〳䈼〹㜷㹝⁔㸱ㄼ䨍ਸ਼㝁ㄴ㈳程㸱ㅅ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ㄲ㸾⁂䑃㐠䉔ഊ⽆㈠⸵㘠呦ഊㄠ〠〠ㄠ㌳⸳㘠㘸㐶⸶㜠ㄳ㐊ㄸ服ਜ਼㰷ㄊ䕔ഊ⁅䵃†⽐‼㰯䵃䥄‱㠾㸠䉄䍃⁂名‰‰‱‱〷⸰㘠㌳㜮㐳‱㌴舱ഊ嬼㜱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ㄸ㸾⁂䑃䌠䉔ഊㄠ〠〠ㄠ㔴⸳㘠㌳㐳⸴㤠ㄳ㐊ㄸ服ਜ਼㰷ㄊ䕔ഊ⁅䵃†⽐‼㰯䵃䥄‱㠾㸠䉄䍃⁂名‰‰‱″㌮㌶‵㔵㌊嬼ㄱ㌴舱ഊ嬼㜱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ㄸ㸾⁂䑃㔠ㄠ服ਲ਼ㄮ自㘲㤮㔠㔱ㄴ⸶㌠吵⸶攍੦⨍只䕍䌠 倠㰼⽍䍉䐠㤲㸾⁂䐱䌠䉔ഊ⽆㌠⸵㘠呦ഊㄠ〠〠ㄠ㜰⸲㈴‵㠮㈶‱ㄸ⸴㌠ഊ嬨‱ഊ系⸸‵㠲⸶㜠ㄶㄊ㈲‱㔮㘠牥ഊ昪ഊ⁅䵃†⽐‼㰯䵃䥄‹㈾㸠䉄ㄳ⁂名ਯ追‱〮㔶⁔昍‰‰‱‴〴⸱ㄠ㜷⸴㌠ㄶ㔮㐳‰⸠⥝⁔䨳䘰㍂䕔ഊ⁅䵃†⽐‼㰯䵃䥄‶㘾㸠䉄ㄳ⁂名ਯ䘲‱〮㔶⁔昍‰‰‱″㈷⸵㔠㘴司〳‱㘵⸴㌠爠〮移㤩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㘶㸾⁂䐱㌠䉔ഊ⽆㌠⸵㘠呦ഊㄠ〠〠ㄠ㐲㠮ㄱ 追‱〮ㄶ㔮㐳‰⸰㰼〳䈸ㄲ㈲㸱䄱㰯䵃䥄㌵䐲㠹适〴㜱㸱ㄼ系㜶ㄵ䍄㹄䈼ㄴ䍁ㄹ㌼㍅㠲〴诺䄱㰼〳䉁㔸㥅㉁㍃㸵䨍名只䕍䌠 倠㰼⽍䍉䐠㤰㸾⁂䐱䌠䉔ഊ⽆㈠⸵㘠呦ഊㄠ〠〠ㄠ㐳㘮㌹′㐶⸶㤠ㄶ㔮㐳‰⸰ㄊ䕔ഊ⁅䵃†⽐‼㰯䵃䥄‱㠾㸠䉄䍃‱ഊ系⸸‴㐲⸲㜠ㄷ㜮㠳‱㔮㘠牥ഊ昪ഊ⁅䵃†⽐‼㰯䵃䥄‹㈾㸠䉄ㄳ⁂名‰‰‱″㌮㌶‴㘱⸸㌠ㅭഊ㤳ਜ਼⠠⥝⁔䨳䙆㔊告ഊ䕔ഊ⁅䵃†⽐‼㰯䵃䥄‹〾㸠䉄ㅃ⁂名ਯ䘲‱〮㔶⁔昍‰‰‱‴ㄱ⸶㜠㜷⸴㌠ㅭഊ㤳ਜ਼⠷ഊ䕔ഊ⁅䵃†⽐‼㰯䵃䥄‱㠾㸠䉄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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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3）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

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4）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12 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

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5）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到代销清

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 180 天的当天； 

（6）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 

（7）纳税人发生本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至第（八）项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附件 1：《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第四十五条 增值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 

（一）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

当天。 

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

的，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二）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三）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的，为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四）纳税人发生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

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五）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附件： 

 

来源：上海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2 号 

为减少纳税申报次数，便利纳税人办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税务总局决定修订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

报表单。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中部分数据项目并对个别数据项目名称进行规范。 

二、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纳税申报表、减免税明细申报表、税源明细表分别合并为《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 

三、本公告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税种和相关附加减征政

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5 号）发布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同时停止

使用。 

特此公告。 

附件：1.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 

2.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3.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9 月 23 日 

 

 

 

 

财资〔2019〕4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央管理企业，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为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于 2019 年全面推开。其中：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

2019 年底前基本完成，确有难度的企业可于 2020 年底前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待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完

成后予以划转；地方层面，于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 

二、国有股东应做好相关企业股权划出工作，督促企业及时办理相关手续。承接主体应扎实做好企业股权接收

工作，保证接收股权的集中持有和单独核算，接受考核监督。划转的地方企业国有股权，统一由各省级人民政府设

立的一家国有独资公司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或委托一家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的公司专户管理。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划转工作负总责，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落实办

法，确保按要求完成划转任务。同时，要加强对承接主体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划转的国有资本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资监管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切实履行职责。 

四、为积极稳妥、规范有序推进划转工作，结合试点工作情况，制定了《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有关事项的操作办法》，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生效，请遵照执行。 

附：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关事项的操作办法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资委 税务总局 证监会 

2019 年 9 月 10 日 

附件： 

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关事项的操作办法 

关于修订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的公告 

http://www.zhcpa.cn/message/detail1/69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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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做好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49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制定本操作办法。 

一、关于划转范围和划转对象的确定 

（一）以《实施方案》印发日确定划转范围和划转对象。纳入划转范围的企业，对其由国家直接出资形成的国

有资本实施划转。 

（二）大中型企业的划型标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

知》（国统字〔2017〕213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三）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划型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5〕309 号）

有关规定执行。 

（四）企业规模的认定及划转口径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准。 

（五）公益类企业的确定按照《国资委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国资发研究〔2015〕170 号）予以明确。 

（六）文化企业是指由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出资设立的文化企业。 

（七）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或具有持股平台性质的企业，应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履行划转义务。可直

接划转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或持股平台自身的国有股权，也可划转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或持股平台所属一

级子公司国有股权。 

（九）《实施方案》印发日至划转实施日，企业因实施重组改制等改革事项，导致划转范围和划转规模发生变

化的，需追溯划转。确实无法追溯的，可按《实施方案》印发前一年度末，即 2016 年末测算应划转的权益，并以上

缴资金等方式替代或补足。 

（十）因企业集团未完成公司制改制划转子公司股权的，划转企业集团股权时，已划转子公司国有股权不再划

转；已完成划转的企业集团开展重组的，已划转的国有股权不再重复划转。已完成划转的企业集团，由国家新增投

入形成的国有资本不再转。 

二、关于多元持股企业的划转方式 

（十一）划转对象涉及多个国有股东的，须分别划转各国有股东所持国有股权的 10%，并由第一大股东牵头实

施。原则上多个国有股东中持股比例最大者为第一大股东，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相同的，由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国有股

东牵头实施划转。 

（十二）由牵头实施划转的国有股东对企业各国有股东身份和应划转股权进行初审，并征求其他国有股东意见。

相关国有股东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回复。 

（十三）按照第一大股东的产权隶属关系，将各国有股东应划转的国有股权统一划转至社保基金会或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 

（十四）第一大股东根据有关规定不需划转所持国有股权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国有股东仍需实施划转，牵头实

施单位应顺次确定，并将应划转国有股权划转至牵头实施单位相应的承接主体。 

三、关于划转工作办理 

（十五）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向划转对象下达国有股划转通知，并抄送各国有股东及承接主体。涉及划

转境内上市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以及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国有股权的，应同时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抄送国有股划转通知，在国有股划转通知中明确划转对象的证券代码、划转数量、是

否限售、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划转对象相关国有股东须积极配合做好划转工作，确保按国有股划转通知要求，在

规定时间将股权划转到位。 

（十六）划转非上市企业国有股权的，划转对象应在收到国有股划转通知后 20 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国有产权

变更登记，并根据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及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国有产权登记机构应在接到申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国有产权变更登记。 



（十七）划转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在收到国有股划转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

成国有股权变更登记，并将变更登记情况反馈相关国有股东，同时抄送相关承接主体。 

（十八）国有股权划转原则上以上一年度最后一日作为划转基准日。若上一年度最后一日至国有股划转通知下

达前，划转对象因相关经济活动开展审计、资产评估等并相应进行账务调整的，以财务报告的最新变更时点作为划

转基准日。 

（十九）国有股东划转的国有股权应当权属清晰，因担保、质押、司法冻结等原因导致国有股东所持股权受限

的，优先划转不受限股权；不受限股权不足的，国有股东应尽快解除限制并及时完成划转；暂时无法解除的，国有

股东应说明限制解除的具体时间，待限制解除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划转工作。 

四、关于划转国有资本的管理 

（二十）企业国有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应按照划转基准日账面值入账，股权变更登记

完成后产生的股权分红由承接主体持有。 

（二十一）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作为财务投资者，享有所划入国有股权的收益权、处置权和知情权，划转对

象不改变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和企业原有股东可通过协议等方式明确股东权利的行使方

式。 

（二十二）划转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出台前，划转国有资本产生的现金收益可由承接主体进行投资，投资范

围限定为银行存款、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和对划转对象的增资。 

（二十三）对于承接主体的相关管理费用，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五、关于税费处理问题 

（二十四）在国有股权划转和接收过程中，划转非上市公司股份的，对划出方与划入方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

征印花税；划转上市公司股份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的，免征证券交易印花税; 对划入方因承

接划转股权而增加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免征印花税；涉及境内上市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

司和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的，免收过户费。本办法印发前，划转双方已缴纳的上述税费由征收单位予以退

还。 

（二十五）国有股权划出方和划入方均不确认所得，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划入方取得已划入股权的企业所得税

计税基础以划入股权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六、关于与原国有股转（减）持政策的衔接 

（二十六）《实施方案》印发前，企业已完成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境外首次公开发行和增发股票的，

相关单位和部门须继续履行原国有股转（减）持政策。 

（二十七）自《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企业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境外首次公开发行和增发股票

的，相关单位和部门停止执行原国有股转（减）持政策，国有股转（减）持批复文件不再作为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查

要件。 

（二十八）自《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企业完成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境外首次公开发行和增发股

票，并按原政策规定履行国有股转（减）持义务的，由企业直接向财政部提出申请，经财政部会同有关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及社保基金会审核，符合条件的，可实行回拨处理。 

（二十九）按照《实施方案》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上市公司，已履行国有股转（减）持义务的，

已划转股份或缴纳的减持资金不作为划转抵扣因素。 

（三十）自《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银行国有股减持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金函〔2004〕21 号）、《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进一步明确金融企业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金〔2013〕78 号）、《财政部关于取消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审批

事项后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财资〔2015〕39 号）停止执行。 

七、其他事项 

（三十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企业的划转工作，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实施。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1 号 

现将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六条所称“国内旅客运输服务”，限于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

单位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二）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以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进项税额的，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购买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应当与实际抵扣税款的纳税人一致，否则不予抵扣。 

（三）纳税人允许抵扣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实际发生，并取得合

法有效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或依据其计算的增值税税额。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为增值税扣税

凭证的，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二、关于加计抵减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七条关于加计抵减政策适用所称“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

估调整销售额。其中，纳税申报销售额包括一般计税方法销售额，简易计税方法销售额，免税销售额，税务机关代

开发票销售额，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即征即退项目销售额。 

稽查查补销售额和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计入查补或评估调整当期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适用增值税

差额征收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二）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且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销售额均为零的纳税人，以首次产生销售

额当月起连续 3 个月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且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均为零的纳税人，以首次产生销售额当月起连续 3 个

月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三）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和税务机关批准，实行汇总缴纳增值税的总机构及其分支机

构，以总机构本级及其分支机构的合计销售额，确定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三、关于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规定的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

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的规定办理相关留抵退税业务。《退（抵）

税申请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附件）修订并重新发布（附件 1）。 

四、关于经营期不足一个纳税期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适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以 1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因在季度中间成立或注销而导致当期实

际经营期不足 1 个季度，当期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2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六条第（三）项同时废止。 

五、关于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适用《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的增值税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代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579 号）规定的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并代办相关涉税事项的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除外），取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提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取得《国内水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六、关于运输工具舱位承包和舱位互换业务适用税目 

（一）在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中，发包方以其向承包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

输服务”缴纳增值税。承包方以其向托运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

税。 

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是指承包方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

然后以承包他人运输工具舱位的方式，委托发包方实际完成相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二）在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中，互换运输工具舱位的双方均以各自换出运输工具舱位确认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是指纳税人之间签订运输协议，在各自以承运人身份承揽的运输业务中，互相利用对

方交通运输工具的舱位完成相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七、关于建筑服务分包款差额扣除 

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规定允许从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分包款，是指支付给分包方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八、关于取消建筑服务简易计税项目备案 

提供建筑服务的一般纳税人按规定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再实行备案制。以下证明材料无需

向税务机关报送，改为自行留存备查： 

（一）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 

（二）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承包合同。 

九、关于围填海开发房地产项目适用简易计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以围填海方式取得土地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围填海工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围填海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属于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十、关于限售股买入价的确定 

（一）纳税人转让因同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

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上市首日开盘价为买入价，按照“金融商品转

让”缴纳增值税。 

（二）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多次停牌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五条第（三）项所称的“股票停

牌”，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定前的最后一次停牌。 

十一、关于保险服务进项税抵扣 

（一）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实物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自行向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购进的车

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可以按规定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现金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将应付给被保险人的赔偿金直接支付

给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不属于保险公司购进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不得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三）纳税人提供的其他财产保险服务，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十二、关于餐饮服务税目适用 

纳税人现场制作食品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三、关于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一）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纳税人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 17%、16%、11%、10%税率蓝字发票的，

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附件 2），办理临时开票权限。临时开票权限有效期限为

24 小时，纳税人应在获取临时开票权限的规定期限内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二）纳税人办理临时开票权限，应保留交易合同、红字发票、收讫款项证明等相关材料，以备查验。 

（三）纳税人未按规定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十四、关于本公告的执行时间 



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公告第五条至第十二条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已

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照本公告执行，已处理的事项不再调整。《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第二条第

（二）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

579 号）第一条第（二）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建筑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备案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退（抵）税申请表 

   2.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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