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节 一般计税方法应纳税额计算

知识点 3：进项税抵扣的特殊规定

（一）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办法（前面已讲）

（二）先进制造业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工业母机企业加计抵减政策（重新编写）

1.先进制造业企业加计抵减政策

（1）政策：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

（2）条件：先进制造业企业是指高新技术企业（含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先进制

造业企业实行清单制，具体名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同级科技、财

政、税务部门确定。

【提示】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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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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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1】A 企业是先进制造业，2024 年 1 月实现销项税额 88 万元，进项税额 10 万元（均符合加计抵减条件，

加计抵减比例为 5%）

解析：

第一步：当月抵减之前应纳增值税（正常算）=88-10=78 万元

第二步：当月可以加计抵减进项税额=10×5%=0.5 万元

第三步：比较

当月应纳税额 78 万元＞当月加计抵减进项税额 0.5 万元，可以在当期直接抵减

则当月应纳增值税额=78-0.5=77.5 万元

【举例 2】B 企业 2023 年 2 月份销项税额 165 万元，进项税额 110 万元，进项税额转出 66 万元（对应的进项

税前期已经加计抵减），加计抵减期初余额 4.4 万元。

解析：

第一步：正常算，当月抵减前应纳增值税额=165-（110-66）=121 万元

第二步：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提示】当月可以加计抵减的进项税即包括当月进项税中可以加计抵减的，也包括以前期间未抵减完的。由

于该企业当月进项税转出了 66 万元，所以当期可以抵减进项税

=4.4+（110×5%-66×5%）=6.6 万元

第三步：比较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121 万元＞加计抵减额 6.6 万元

加计抵减以后的应纳税额=121-6.6=114.4 万元

【举例 3】C 企业 2023 年 3 月实现销项税额 115.5 万元，进项税额 88 万元，期初留抵税额 22 万元，加计抵

减期初余额 5.5 万元。

解析：

第一步，当月抵减前应纳增值税额=115.5-88-22=5.5 万元

第二步，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5.5+4.4-0=9.9 万元。

第三步，比较

抵减前应纳税额 5.5 万元＜加计抵减税额 9.9 万元



抵减以后的应纳税额=5.5-5.5=0

加计抵减额期末余额=9.9-5.5=4.4 万元，结转下期抵减。

（4）先进制造业企业出口货物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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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

为销售额÷当月全部销售额

（5）先进制造业企业同时符合多项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可以择优选择适用，但在同一期间不得叠加适用。

2.集成电路企业加计抵减政策

（1）政策：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允许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封测、装备、材料企业（以

下称集成电路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应纳增值税。

（2）计算同上

3.工业母机企业加计抵减政策

（1）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生产销售先进工业母机主机、关键功能部件、数控系统（以

下称先进工业母机产品）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工业母机企业），允许按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

抵减企业应纳增值税税额。

（2）满足条件：

①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企业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的先进工业母机产品研究开发人

员月平均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

②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

和，下同）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

③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生产销售上述先进工业母机产品收入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

于 60%，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含）。

（3）计算同上

4.关于上述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其他规定

（1）资产重组

①注销——结余的加计抵减立即停止

②合并

【举例】假设 A 企业属于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纳税人，被合并至企业 B，企业 A办理了注销手续，结余的加计抵

减额不能结转至企业 B继续抵减。

③分立

【举例】A 重组后分立为企业 A和企业 B，也不能结转或部分结转至分立后新成立的企业 B 抵减。

（2）企业享受多重税收优惠的处理

①纳税人同时符合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可以择优选择适用，但在同一期间不得叠加适用。

②适用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同时还符合即征即退政策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同时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和即征

即退政策。

③符合现行留抵退税政策条件的纳税人，无论是否享受过加计抵减政策，均可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④先进制造业企业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可以同时享受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政策和农产品加计抵扣政策。

【提示】农产品加计抵扣政策是指企业从事农产品深加工业务，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

产品，可加计一个百分点，按照 10%扣除率计算抵扣进项税额，不属于加计抵减政策。

（三）汇总纳税的总分支机构加计抵减政策

略

（四）进货退回或折让的税务处理

一般纳税人因进货退回或折让而从销货方收回的增值税额，应从发生进货退回或折让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

（五）向供货方收取的返还收入的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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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多选题】（2020 年）根据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政策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当期转出的进项税额，应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B.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可以继续抵减

C.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D.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E.出口货物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计提加计抵减额

答案：AC

解析：选项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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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D，

小规模纳税人不适用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选项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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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点 4：应纳税额计算

基本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一）一般计税方法下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界定：

1.销项税额时间界定：即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详细内容第十二节征收管理）——总的原则是：不得滞后。

【提示】考试常用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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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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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书面合同或合同没有约定收

款日期，为发出货物当天。

（3）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一般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提示】纳税人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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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或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到代销

清单及货款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销商品满 180 天的当天。

（5）除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和销售代销货物以外的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2.进项税额抵扣时限（略）

（二）扣税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丢失后，进项税额的抵扣的要求：

【提示】增值税专用发票基本联次为三联：第一联为记账联，（销售方记账）；第二联为抵扣联（购买方扣税）；

第三联为发票联（购买方记账）。

1.同时丢失发票联和抵扣联：可凭加盖销售方发票专用章的相应发票记账联复印件，作为抵扣、退税或记账

凭证。

2.丢失抵扣联：可凭相应发票的发票联复印件，作为抵扣或退税凭证。

3.丢失发票联：可凭相应发票抵扣联复印件作为记账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