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增值税改革政策深度解读
以及影响分析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北京英信国和会计师事务所

沙智英



目录：
一、深化增值税改革政策解读

（一）税率降低

1、纳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2、对企业合同、发票的影响

（二）进项税抵扣政政策

1、不动产进项税抵扣政策

2、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政策

3、进项税加计抵减政策

（三）进项税留底税额退税政策

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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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5号）



2019年增值税
改革有关政策

销项 税率降低

进项

扩大抵扣

不动产进项一
次性扣除

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抵扣

加计抵减

留抵退税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
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
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
二、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0%扣除率的，扣

除率调整为9%。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
税额。
三、原适用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6%的出口货

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且
出口退税率为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
退税率调整为9%。

（一）税率降低



销售或进口货物 劳务 服务
销售不动

产
转让无形

资产

原16%
新13%

除10%，零税率外
加工、修
理修配劳

务

有形动产租赁服
务

原10%
新9%

粮食等农产品、食
用植物油、食用盐

交通运输

销售不动
产

转让土地
使用权

自来水、暖气、冷
气、热水、煤气、
石油液化气、天然
气、二甲醚、沼气、
居民用煤炭制品

邮政

基础电信

图书、报纸、杂志、
音像制品、电子出

版物
不动产租赁服务

饲料、化肥、农药、
农机、农膜

建筑

6% 除6%，零税率外 除10%外

零税率 出口货物
跨境销售特定服

务

跨境转让
特定无形
资产



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来确定适用税率

1、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1）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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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直接

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

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2）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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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
款项凭据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

（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
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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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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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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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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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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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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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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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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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一家商贸企业，2019年3月签订货物销售合
同，合同约定3月20日发货，3月25日收款。
纳税人按照合同约定3月20日发货后，3月25日取
得了货款收款凭证，4月5日实际收到货款。
按照规定，该纳税人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
天是3月25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4月1日之前，
应适用原税率。
如纳税人并没有签订合同，实际业务就是3月20日
发货，4月5日收到货款。政策规定，采取直接收
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不论货物是否发出，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
凭据的当天。则按照规定，该例中，纳税人4月5
日收到货款，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4月1日之后，
应适用新的税率。



2、开具增值税发票衔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4号）第一条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已按原16%、10%适用税率开具的
增值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
要开具红字发票的，按照原适用税率开具红字发票；
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先按照原适用税率开具红
字发票后，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第二条 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未开具增值税发
票的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的，
应当按照原适用税率补开。



【注意】按照上述规定，如果纳税人确实有补开发
票需要（比如之前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税款，但没
有开具发票，或者发生开票有误，需要重新换开
的），可以开具原来的17%、16%、11%、10%税率
的发票！并不是4月1日之后只能开具新税率的发票。



进项税抵扣政政策
1、不动产两年抵扣政策改为一次性抵扣

自2019年4月1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

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第一条

第（四）项第1点、第二条第（一）项第1点停止执

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

税额不再分2年抵扣。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

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1） 4月1日后购入的不动产，纳税人可在购进当

期，一次性予以抵扣。

（2）4月1日前购入的不动产，还没有抵扣的进项

税额的40%部分，从2019年4月所属期开始，允许

全部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3）纳税人将待抵扣的不动产进项税额转入抵扣

时，需要一次性全部转入。



14号公告的规定：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
非正常损失，或者改变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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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并
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已抵扣进项税额×不动
产净值率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
×100%



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

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按照下列公式在改变

用途的次月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

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注意】（1）不动产净值、原值与企业会计核算应保

持一致。

（2）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进项税额转进转出的时间

有所不同。需要转出的，是在发生的当期转出；需要转

入的，是在发生的下期转入。



2、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

39号文的第六条规定：

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
36号印发）第二十七条第（六）项和《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
第二条第（一）项第5点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
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修
改为“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
娱乐服务”。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
输服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
凭证有：

1、增值税专用发票

2、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3、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
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以及公路、
水路等其他客票。



纳税人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暂按照以下规定确
定进项税额：

1.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为发票上注明的税
额；

2.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
单的，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

（1+9%）×9%
3.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为按照下

列公式计算的进项税额：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

×9%
4.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

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

（1+3%）×3%



【注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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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单位建立了合法用工关系的个人发生的
旅客运输费用，属于可以抵扣的范围。对于劳务
派遣的用工形式，劳务派遣人员发生的旅客运输
费用，应由用工单位抵扣进项税额，而不是劳务
派遣单位抵扣。



3、进项税加计抵减政策
39号文的第七条规定：

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允许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
计10%，抵减应纳税额（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

（一）本公告所称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
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
务（以下称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
额的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四项服务的具体范
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
（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



2019年3月31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2018年4月至
2019年3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12个月的，按
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
2019年4月1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2019年4月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
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
调整，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
确定。

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在确
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



（二）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10%计
提当期加计抵减额。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已
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
转出的，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相应调减加计
抵减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
×10%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
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三）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规定计算一般计税方法下
的应纳税额（以下称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后，区分以
下情形加计抵减：

1.抵减前的应纳税额等于零的，当期可抵减加计
抵减额全部结转下期抵减；

2.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大于当期可抵减
加计抵减额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额从抵减前
的应纳税额中抵减；

3.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小于或等于当期
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以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抵减
应纳税额至零。未抵减完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四）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
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
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
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
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五）纳税人应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抵减、调

减、结余等变动情况。骗取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或虚增加计
抵减额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
关规定处理。
（六）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

抵减额，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1、主营业务

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销售收

入/全 部销售额>50%

计算销售额时，不限于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后

2、动态管理

每个自然年度调整

2019年申请，按2018年4月到2019年3月期间经营情

况

4月1日后新成立纳税人，按成立后3个月经营情况

3、执行期限

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4、计算方式

（上期余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ⅹ10%）-当期调减额

对当期进项转出额相应调减

5、抵减税额

抵减主表第19行应纳税额

可结转下期，直至政策执行完毕（自2019年4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

适用一般计税方式

6、计提规则

不仅限于用于四项服务进项

可提未提，可补提

用于外销业务和不得抵扣的进项不能计提

与进项税额分开核算



某服务业一般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
策。2019年6月，一般计税项目销项税额为
120万元，进项税额100万元，上期留抵税
额10万元，上期结转的加计抵减额余额5万
元；简易计税项目销售额100万元（不含税
价），征收率3%。此外无其他涉税事项。
该纳税人当期应如何计算缴纳增值税呢？



一般计税项目：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120-100-10=10（万元）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100*10%+5=15（万元）

抵减后的应纳税额=10-10=0（万元）

加计抵减额余额=15-10=5（万元）

简易计税项目：应纳税额=100×3%=3（万元）

应纳税额合计：

一般计税项目应纳税额+简易计税项目应纳税额
=0+3=3（万元）





会计处理：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取得资产或接受劳
务时，应当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相关规
定对增值税相关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实际缴纳增值
税时，按应纳税额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等科目，按实际纳税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按加计抵减的金额贷记“其他收益”科目。



（三）进项税留底税额退税政策

39号文的第八条规定：
自2019年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

制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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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2019
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三）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
项构成比例×60%

进项构成比例，为2019年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
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
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四）纳税人应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五）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
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办理免抵退税后，仍符
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适
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
税额。

（六）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相应
调减当期留抵税额。按照本条规定再次满足退税条
件的，可以继续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但本条第（一）项第1点规定的连续期间，不得重复
计算。



1、增量留抵条件

自2019年4月1日起之后产生

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

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2、纳税人遵从度

纳税人信用等级A级或者B级

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违反文中所涉及税收法律

3、其他政策衔接

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用于免退税部分进项不能申请留抵退税

先办理出口退税，再申请留抵退税



4、增量留抵税额

第一次： 2019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第二次看具体实

施细则出台。

5、允许退还税额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6、退还后续问题

取得退税当期进项转出

可再次申请

连续6个月的区间不能重复



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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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
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2号



小微企业定义
财税〔2019〕13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9年第2号：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

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
条件的企业。
【注意】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
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了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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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二、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
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
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优惠

纳税期限：

可以选择以1个月或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一经选
择，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小规模纳税人按
固定期限纳税的，可选择在当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期间任何时间点，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选择纳
税期限。纳税人自选择纳税期限之日起至当年12
月31日，不得再变更纳税期限。

月（季）销售额：

包括纳税人发生所有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的合计
销售额（包括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免税销售额、
出口免税销售额）。计算月（季）销售额，不再
区分营改增应税项目和原增值税应税项目。



【注意】

实际缴税时，月（季）销售额超
过10万（30万）时，如果销售额
中含销售不动产，销售不动产单
独计算纳税。



附加税优惠

财税〔2016〕12号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扩大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
有关政策通知如下:将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的范围,由现行按月纳税
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度纳税
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9万元)的缴纳义
务人,扩大到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
过10万元(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
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



附加税优惠

京财税〔2019〕196号：

一、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50%征收资源税

(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二、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

12月31日。



企业所得税优惠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



企业所得税优惠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

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所称从业人数和

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

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企业所得税优惠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

业，按应纳税所得额分为两段计算，一是对年应

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实际税负为5%；二是对年应纳税所得

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计算缴

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10%。



沙智英
2019年5月

北京英信国和会计师事务所
电话：010-88147100 
手机：13911717830
传真：010-88147100
邮箱：yxgh88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