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 9】增值税征收管理

1.纳税地点

固定业户

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经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财政、税务机关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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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固定业户

应当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未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

或者居住地的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其他个人提供建筑服务，销售或者租

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

应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不动产所在地、自然资源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纳税

进口货物 应当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扣缴义务人
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税

款

【考题·单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增值税纳税地点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2020

年）

A.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B.非固定业户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其居住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C.进口货物，应当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D.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其居住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税款

答案：B

解析：选项 B：非固定业户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向

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2.增值税的纳税期限

（1）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 日、3 日、5日、10 日、15 日、1 个月或者 1个季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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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诀：信财小银行）

（3）申报纳税

纳税期 具体规定

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

1 日、3日、5 日、10 日、15 日
期满之日起 5 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

月应纳税款。

【注意】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自海关填发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税款。

【考点 10】增值税专用发票

1.增值税专用发票基本联次

（1）发票联 作为购买方核算采购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记账凭证

（2）抵扣联 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扣税凭证

（3）记账联 作为销售方核算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记账凭证

2.不得领购开具专用发票：（不健全或有前科）

（1）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向税务机关准确提供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数据及其他有关增值

税税务资料的。

（2）有《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

（3）有违反发票管理规定情形（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私自印刷专用发票、借用他人专用发票、未按规定



开具专用发票等）的，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的。

3.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

（1）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含劳保用品）、化妆品等消费品；

（2）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政策的；

（3）应税销售行为的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的。

【考题·单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一般纳税人的下列行为中，允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是（ ）。

（2020 年）

A.汽车租赁公司向租赁者个人出租车辆

B.装修公司向消费者个人提供装修服务

C.专利代理公司向一般纳税人提供专利代理服务

D.超市向一般纳税人零售食品

答案：C

解析：（1）选项 AB：向消费者个人提供的服务，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选项 D：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含劳保用品）、化妆品等消费品，不

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考题·多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业务中，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有（ ）。（2020 年）

A.酒店向消费者个人提供餐饮服务

B.百货公司向消费者个人销售家用电器

C.装修公司向一般纳税人提供装修服务

D.律师事务所向消费者个人提供咨询服务

答案：ABD

解析：向消费者个人提供的服务，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考题·多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销售下列货物中，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 ）。（2018

年）

A.白酒

B.卷烟

C.劳保鞋

D.食品

答案：ABD

解析：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含劳保用品）、化妆品等消费品不得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

【考题·单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业务中，允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是（ ）。（2018 年）

A.房地产开发企业向消费者个人销售房屋

B.百货公司向小规模纳税人零售食品

C.超市向消费者个人销售红酒

D.住宿业小规模纳税人向一般纳税人提供住宿服务

答案：D

解析：（1）选项 A：向消费者个人销售房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选项 B：向小规模纳税人零售食品，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3）选项 C：向消费者个人销售红酒，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考点 11】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1.截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各省（区、市）均已在部分纳税人中开展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以下简称“数

电票”）试点，试点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合开具发票的受票方范围为全国，并作为受票方接收全国其他

数电票试点省（区、市）纳税人开具的数电票。

2.数电票的法律效力、基本用途等与现有纸质发票相同。

3.数电票由各省（区、市）税务局监制。数电票无联次，基本内容包括：发票号码、开票日期、购买方信息、

销售方信息、项目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税率/征收率、税额、合计、价税合计（大写、

小写）、备注、开票人等。

4.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支持开具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纸质普通发票。

5.税务机关对使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发票的试点纳税人开票实行发票总额度管理。

【解释】发票总额度，是指一个自然月内，试点纳税人发票开具总金额（不含增值税）的上限额度。

6.试点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自动交付数电票，也可通过电子邮件、二维码等方式自行交付数电

票。

【考点 12】增值税出口退税

1.增值税退（免）税办法

出口“货物、劳务、零税率应税服务” ，实行增值税退（免）税政策，包括免抵退税办法和免退税办法。

适用企业 计税方法

生产企业 免抵退

外贸企业 免退

【举例】大吉公司是一家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3 年 5 月的有关经营业务为：

（1）企业当月内销货物取得不含税收入 100 万元，收款 113 万元存入银行，内销产品原材料耗用 80 万元（不

含税）；

（2）出口货物的销售额折合人民币 200 万元，外销产品耗用原材料 120 万元（不含税）。

答案：

内销应纳：100×13%-80×13%=2.6（万元）

外销应退：120×13%=15.6（万元）

免：免出口外销 200 万元的销项税额。

抵：用外销应退的 15.6（万元）先去抵内销应纳税额 2.6 万元。

退：实际退税额为抵扣后的 13 万元。

2.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1）一般规定

①除明确有规定退税率的情况外，出口货物、服务、无形资产的退税率=增值税税率。

②目前我国出口退税率分为五档：13%、10%、9%、6%和零税率。

（2）特殊规定

①外贸企业购进按简易办法征税的出口货物、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其退税率分别为简易办法实

际执行的征收率、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

②适用不同退税率的货物、劳务以及跨境应税行为，应分开报关、核算并申报退（免）税，未分开报关、核

算或划分不清的，从低适用退税率。

③出口企业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其加工修理修配费用的退税率，为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举例】某进出口公司 2021 年 6 月购进牛仔布委托加工成服装出口，取得牛仔布增值税发票一张，注明计税

金额 10000 元;取得服装加工费计税金额 2000 元，受托方将原材料成本并入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并开具了增值

税专用发票。假设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为 13%。要求∶计算当期应退增值税税额。

答案：应退增值税税额=（10000+2000）×13%=15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