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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增值税制

4）自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境内的不动产，从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代

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5）2018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支付的道路通行费，按照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

额抵扣进项税额。

7）纳税人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两年抵扣。

8）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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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增值

税电子普通发票的，为发票上注明的税额；未取得增值税发票的航空和铁路为 9%；公路和水路为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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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对于保险服务进项税抵扣规定为：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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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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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纳税人提供的其他财产保险服务，比照上述

规定执行。

11）丢失发票的税务处理

纳税人同时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可凭加盖销售方发票专用

章的相应发票记账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退税凭证或记账凭证。

纳税人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抵扣联，可凭相应发票的发票联复印件，作为增

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或退税凭证；纳税人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

可凭相应发票的抵扣联复印件，作为记账凭证。

【例-单选题】下列票据中，不属于增值税合法扣税凭证的是 （ ）。

A.增值税专用发票

B.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C.农产品收购发票

D.货物运输业普通发票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货物运输业普通发票不能抵扣。

（2）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政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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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如下规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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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规定计算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后，区分以下情形加计抵减。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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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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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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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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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末加计递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递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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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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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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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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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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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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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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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