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节  征收管理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前面已讲） 

【例题·单选题】2023 年 7 月，甲公司（一般纳税人）出租一处场地（2016 年 1 月取得），预收半年租金    

270 000 元，甲公司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7月份应缴纳增值税（    ）元。 

A.2 142.86 

B.3 857.14    

C.4 459.46 

D.12 857.14 

答案：D 

解析：应纳增值税=270 000÷（1+5%）×5%=12 857.14（元）。 

 

二、纳税期限 

1.以 1个季度为纳税期的仅限于小规模纳税人、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以及财政部和总局

规定的其他纳税人。 

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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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月（季）为纳税期：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以天（1日、3日、5日、10 日、15 日）为纳税

期：期满之日起 5日内预缴，于次月 1日起 15 日内申报结清上月税款。 

3.进口货物：海关填发缴款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税款。 

三、纳税地点 

纳税人 纳税地点 

固定业户——

机构所在地 

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  

（1）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纳税 

（2）其他：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固定业户到外县（市）销售货物或者劳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外

出经营事项，并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报告的，应当向销售地或

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均未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补征税款 

非固定业户 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纳税；未在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纳税的，要在机构所在地或居

住地补交 

 

【例题·单选题】下列增值税纳税人中，以 1个月为纳税期限的是（    ）。 

A.信用社                   

B.商业银行 

C.保险公司           

D.财务公司 

答案：C 

解析：以 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规定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以及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纳税人。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四、增值税纳税人纳税申报办法（了解） 

【提示】预缴税款需填写《增值税预缴税款表》 

纳税人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纳税人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

在同一县（市）的不动产，按规定需要在项目所在地或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的，需填写《增

值税预缴税款表》。 

五、“营改增”汇总纳税管理办法（了解） 



 

第十节  增值税发票的使用及管理 

一、专用发票的联次 

专用发票由基本联次或者基本联次附加其他联次构成，基本联次为三联： 

 
二、专用发票的开具范围 

（一）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情形： 

1.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包括劳保专用部分）、化妆品等消费品。 

2.销售免税货物，另有规定除外。 

3.应税销售行为的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的。 

4.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 

（二）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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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开具专用发票后发生退货或开票有误的处理 

如果不符合作废条件，由购买方或销售方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信息表》，主管税务机关通过网络接收《信息表》后，系统自动校验通过后，生成带有“红字发票信息表编

号”的《信息表》，并将信息同步传至纳税人端系统，之后开红票。 

四、专用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规定 

税务处理 适用的具体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

扣凭证： 

（税务处理：税务机关退还原件，购买方可要求销

售方重新开具专用发票） 

（1）无法认证 

（2）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 

（3）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五、扣税凭证丢失后进项税额的抵扣  

具体情形 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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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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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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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了解） 

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 

走逃（失联）企业存续经营期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对应属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扣税凭

证： 

1.商贸企业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的； 

2.直接走逃失踪不纳税申报等。 

【提示】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的管理 

1.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 

纳税人丢失、被盗税控专用设备中未开具或已开具未上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正常户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

申报或未按规定缴纳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抵扣异常凭证，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其对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

范围： 

（1）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占同期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 70%（含）以上的； 

（2）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超过 5万元的。 

3.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应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1）尚未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暂不允许抵扣。已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除另有规定外，一律作进

项税额转出处理。 

（2）尚未申报出口退税或者已申报但尚未办理出口退税的，除另有规定外，暂不允许办理出口退税。 

（3）影响消费税抵扣。 

（4）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取得异常凭证且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办理出口退税或抵扣消费税的，可以自接

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 

七、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了解）（略） 

八、增值税普通发票（了解）（略） 

九、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了解）（略） 

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了解）（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