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货物和劳务税制度 

 

【大纲要求】 

掌握增值税的各项规定，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熟悉增值税的征收管理规定； 

掌握消费税的各项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熟悉关税的各项规定、关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考情分析】 

历年考试时单选、多选以及案例分析题都会涉及到本章的内容，分数一般在 24 分左右。 

本章为财政税收的重点章节，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三个税种，看似复杂，其实内在的逻辑结构是一致

的，可以对比着学习。这一章的重难点是有关应纳税额的计算，一定要注意理解其原理，这对解答案例分析

题有很大帮助。 

单选 多选 案例分析题 合计 

8 题 8 分 3 题 6 分 5 题 10 分 16 题 24 分 

 

第一节  增值税制 

 

【知识点】增值税概述 

一、增值税的概念： 

增值税是以商品和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也称货物劳务税。 

增值税纳税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或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销售服务、无形

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 

一般纳税人按照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的办法计算缴纳应纳税额，小规模纳税人则实行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应

纳税额。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为 500 万元。 

 

增值税计征原理——以某商品为例 

生产流通环节 本环节销售额/元 本环节增值额/元 

生产环节 80 80 

批发环节 120 40 

零售环节 180 60 

 

二、增值税的历程 

1.我国从 1979 年开始在部分城市试行增值税，1984 年 10 月开始在全国试行。 

2.1994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对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其他销售行为征收营

业税。 

3.2012 年 1 月 1 日国家决定在上海试点实施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工作，并逐步将

试点地区扩展到全国。 

4.2016 年 5 月 1 日实现了营业税全部改征增值税。 

 

三、增值税的特点 

1.保持税收中性。对同一商品而言，无论其流转环节多与少，只要增值额相同，则税负就相等，不会影响商品

的生产结构、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 

2.普遍征收。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看，对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和劳务提供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在商品增值的各个



生产流通环节向纳税人普遍征收。 

 

3.税负由商品最终消费者承担。虽然增值税是向纳税人征收，但纳税人在销售商品时又通过价格将税负转嫁给

下一生产流通环节，最后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4.实行税款抵扣制度。在计算纳税人应纳税款时，要扣除商品在以前生产环节已负担的税款，以避免重复征税。

从世界各国来看，一般都实行凭购货发票进行抵扣的制度。 

 

5.实行比例税率。从实行增值税制度的国家看，普遍实行比例税制，以贯彻征收简便易行的原则。 但为了贯

彻一些经济社会政策，也会对某些行业或产品实行不同的政策，因此引入增值税的国家一般都规定基本税率

和优惠税率。 

6.实行价外税制度。在计税时，作为计税依据的销售额中不包含增值税税额，这样有利于形成均衡的生产价格。

并有利于税负转嫁的实现。 

 

【知识点】增值税纳税人的确定 

一、 纳税人 

1.增值税的纳税人——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在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是： 

①  服务（租赁不动产除外）或者无形资产（自然资源使用权除外）的销售方或者购买方在境内； 

②  所销售或者租赁的不动产在境内； 

③  所销售自然资源使用权的自然资源在境内； 

 

2.企业租赁或承包给他人经营的，以承租人或承包人为纳税人。 

二、扣缴义务人 

境外的单位或个人在境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增值税扣缴

义务人； 

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以购买方为增值税扣缴义务人。 

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购买方为增值税

扣缴义务人。 

 

三、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 

分类 划分标准 特殊情况 计税规定 

小规模纳

税人 

增值税年应税销售

额*500 万元及以

下 

❶ 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人（自然

人），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❷ 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

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简易征税 

允许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可申请代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一般纳税

人 

超过小规模纳税人

认定标准 

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可以申请登记

为一般纳税人 

执行税款抵扣制；可以自行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1.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 

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其他个人除外）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选择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税务机

关不再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一般纳税人的登记 



（1）纳税人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遵循的程序。 

①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如实填写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等信息，并提供税务

登记证件等 

②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一致，主管税务机关当场登记。 

③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不一致，或者不符合填列要求的，税务机关应当场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

内容。 

 

（2）办理登记的时限和地点 

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月份（或季）的所属申报期结束后 15 日内按照税法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未按规

定时限办理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结束后 5 日内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纳税人应当在 5 日

内向主管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3.一般纳税人的管理 

①对已使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但年应税销售额未达到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如会计核算健全，且未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取消其一般纳税人资格： 

a.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有偷税、骗税、抗税行为的。 

b.连续 3 个月未申报或连续 6 个月纳税申报异常且无正当理由的。 

c.不按规定保管、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装置，造成严重后果的。 

 

②除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纳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③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标准，且符合有关政策规定，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

税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说明。 

④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其他个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不需要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说明。 

 

【知识点】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 项目 

一般规定 

一、销售货物 

二、提供应税劳务 

三、销售服务（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 

四、销售无形资产 

五、销售不动产 

六、进口货物 

特殊规定 

七、视同销售货物的行为 

八、混合销售行为 

九、兼营行为 

十、特殊项目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是指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及进口的货物。 

一、销售货物 

销售货物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货物”即为销售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 

销售货物是受境内所约束的，即在境内销售货物的业务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有偿”不仅指从购买方取

得货币，还包括取得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 

二、提供应税劳务 

应税劳务是指有偿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