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增值税

考点 11：处置抵债不动产税务处理

1.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的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处置抵债不动产，可选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取得该抵债不动产

时的作价为销售额，适用 9%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2.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抵债不动产的作价，应当取得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

律文书。

3.选择上述办法计算销售额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抵债不动产时抵债不

动产作价的部分不得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考点 12：阶段性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政策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1.征收率

优惠政策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提示】应纳增值税=含税销售额/（1+1%）×1%

2.免征增

值税政策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2）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

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

值税。

（3）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

政策。

（4）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

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考点 13：特殊销售方式的销售额

1.折扣 （1）折扣销售（商业折扣）：

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上分别注明，可以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

【提示】仅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

（2）销售折扣（现金折扣）：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现金折扣额。

2.以旧换新 （1）金银首饰：以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销售额计税。

（2）除金银首饰以外的货物：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

3.还本销售 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还本支出。

4.以物易物 双方都应作购销处理。

在以物易物业务中,双方应各自开具合法的票据,必须计算销项税额，但如果收到货物不能取得

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增值税扣税凭证，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考点 14：包装物押金

包装物押金 取得时 逾期时

一般货物 × √

白酒、其他酒 √ ×

啤酒、黄酒 × √

【提示】包装物租金、包装费：属于价外费用，需要计入销售额计算增值税。



考点 15：销售额的特殊规定

1.纳税人提

供旅游服务

可以选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和支付给其他地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后的

余额为销售额。

2.金融商品

转让

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提示 1】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正负差，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若相抵后出现负差，

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期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但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

会计年度。

【提示 2】金融商品转让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提示 3】贷款服务：以提供贷款服务取得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考点 16：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的扣除

1.直接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进，取得农产品销售

发票或收购发票

进项税额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

价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买价×9%

2.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

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

3.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

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

额。进项税额=买价×9%

【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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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9%是凭票据实抵扣或凭票计算抵扣进项税额，1%是在生产领用农产品当期加计抵扣进项税额。

考点 17：收购烟叶的进项税额抵扣

1.烟叶税应纳税额 烟叶税应纳税额

=收购烟叶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烟叶税税率 (20%)

=烟叶收购价款×（1+10%）×20%

【说明】收购烟叶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包括烟叶收购价款和价外补贴（统一按烟叶

收购价款的 10%计算）。

2.准予抵扣的烟叶进

项税额

准予抵扣的烟叶进项税额

=(收购烟叶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烟叶税应纳税额) ×扣除率

=（烟叶收购价款+实际支付的价外补贴+烟叶税应纳税额）×扣除率

【说明】计算准予抵扣的烟叶进项税额时的价外补贴是实际支付的价外补贴。

考点 18：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准予扣除的进项税额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

票行程单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9%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他

客票

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3%

【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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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19：纳税人支付的道路、桥、闸通行费抵扣进项税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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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纳税人支付的桥、闸通行费，暂凭取得的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

收费金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桥、闸通行费可抵扣进项税额

＝桥、闸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金额÷



（1＋5%）×5%

考点 20：加计抵减

一、适用的行业 （一）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

指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

过 50%的纳税人。

（二）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二、基本政策

【 2023.1.1-2023.12.3

1】

（一）生产性服务业：按照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 5%，加计抵减当期的应纳税额。

（二）生活性服务业：按照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 10%，加计抵减当期的应纳税

额。

三、计提加计抵减额的

公式

1.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规定比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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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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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计抵减规则 1.抵减前的应纳税额=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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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抵减前的应纳税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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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加计抵减额的，抵减至零。未抵减完的，结转下期继续

抵减。

五、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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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21：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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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进货物、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提示】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

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

形资产）、不动产。

2.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及相关的劳务和交

通运输服务。

【提示】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丢

失、霉烂变质，以及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货物或者不动产

被依法没收、销毁、拆除的情形。3.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

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4.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以及该不动产所耗用的

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5.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在建工程所耗用的购进

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6.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

娱乐服务。

【提示】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付的与该笔贷款

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费用，其进

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提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

进项税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额+免征增值税项目

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考点 22：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存货的进项税额处理

1.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权

益性无形资产除外）、不动产

专用（免税、简易、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进项税额不可以抵扣

专用于应税项目

进项税额全额抵扣兼用（应税项目+免税、简易等项目）

2.存货 兼用（应税项目+免税、简易等项目） 按销售额比例分摊抵扣

3.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不管专用还是兼用 进项税额全部可以抵扣

考点 23：向供货方收取返还收入的税务处理

1.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的各种返还收入，均按平销返利行为冲减当期增值税

进项税额。

2.当期应冲减进项税额

=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1+所购进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所购进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

3.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返还收入，一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