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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问税法实务：增值税减税政策简介及注意事项

近期，增值税降税政策出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39 号公告”）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14号，

“14 号公告”）自 2019 年 4月 1日起施行。此外，国家税务总局针对发票开具、纳税申报

表填写、税控系统升级等税务实操中的配套事宜也出台了相关规定。

此次的增值税减税政策主要体现为降“率”（包括适用税率、购进农产品的扣除率、出

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扩“抵”（包括加计抵减、允许不动产一次性抵扣、将国

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退“留”（即，更大范围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

税制度）。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前述政策的要点及历史沿革进行总结梳理，并提示注意事项，谨供

各位参考。

一、降“率”：降低增值税税率并相应调整农产品进项税扣除率、出口退税率等

1. 降低增值税适用税率

根据 39 号公告的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进

一步下调，原适用 16%税率的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调整为 9%。我们将增值税税

率的历次变动情况列示如下，谨供参考：

2017.7.1
以前

2017.7.1-
2018.4.301

2018.5.1-
2019.3.312

2019.4.1
及以后

适用范围

17%
16%

【降幅：5.88%】

13%

【降幅：18.75%】

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或者进

口货物（特殊规定除外）

13%
11%

【降幅：15.38%】

10%

【降幅：9.09%】

9%

【降幅：10%】

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

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

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

1. 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2. 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

气、二甲醚、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

3. 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4.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5.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11%

6%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特殊规定除外）

0%
出口货物（特殊规定除外）、跨境销售国务院规定范围内

的服务、无形资产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 号）。
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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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改革

完善增值税制度，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目前我国增值税的 3 档税率（不

考虑零税率的情形）预计未来会继续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议价能力不同，不同的市场主体因降税

而导致的税务影响可能差异较大，各环节主体之间呈相互博弈状态。假设生产、流通环节主

体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考虑跨期情形及增值税以外的税费影响，我们以销售货物（适用

税率在此次调整前为 16%）为例，对“降低增值税税率是否对各环节均有利”作了如下示例

性测算，谨供大家参考：

示例

情形

生产环节 流通环节 消费环节

不含税

成本

不含税

收入

销项

税

利润 不含税

成本

进项

税

不含税

收入

销项

税

利润 不含税

价款

增值

税

总支

出

适用 16%税

率时
60 80 12.8 20 80 12.8 100 16 20 100 16 116

价税合计 92.8 价税合计 116

以下为适用税率调整为 13%后的情形：

政策期望

效果？
60 80 10.4 20 80 10.4 100 13 20 100 13 113

当生产和消

费环节强势

时

60

82.12

（=92.8

/113%）

10.68 22.12 82.12 10.68 100 13 17.88 100 13 113

当流通环节

强势时 60 80 10.4 20 80 10.4

102.65

（=116

/113%）

13.35 22.65 102.65 13.35 116

当生产和流

通环节强势

时

60 82.12 10.68 22.12 82.12 10.68 102.65 13.35 20.53 102.65 13.35 116

基于以上情形，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及时梳理自身业务，积极了解市场情况，做好谈判准

备，对合同条款修订等事宜寻求税务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

2. 调整购进农产品的进项扣除率

随着增值税适用税率的变化，购进农产品的企业的进项税扣除率也相应调整。根据 39
号公告的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率的，扣

除率调整为 9%；但是，一般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的，按

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作为参考，我们将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扣除安排的历次变动情况列示如下：

政策依据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扣除安排

财税[2012] 38号

（自 2012.7.1 起施行）

 核定扣除试点行业：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的一般纳税

人，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其购进农产品无论是否用于生产上述产品，以销售货物的适

用税率为扣除率【进项税额=核定金额×扣除率/（1＋扣除率）】；以购进的农产品直接销售或用于生

产经营但不构成货物实体（包括包装物、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等）的，适用扣除率 13%【进



3

项税额=核定金额×13%/（1+13%）】 【未穷尽列举】

财税[2013] 57号

（自 2013.9.1 起施行）

 扩大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自 2013 年 9 月 1日起，各省级财税部门可结合本省特点，扩大财税[2012]38

号文件的试点行业的范围。

财税[2016] 36号

（自 2016.5.1 起施行）

 除核定扣除试点政策外，采用下述方法扣除进项税：

a) 专票扣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凭证上的增值税额扣除；

b) 计算扣除：其他情形，以买价【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扣除率 13%

相乘，计算扣除额。

财税[2017] 37号

（自 2017.7.1 起施行）

 从一般纳税人处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前述凭证上注明的增值

税额为进项税额；

 从小规模纳税人处取得专用发票的，以 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发票上注明的买价和 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加计扣除：营改增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深

加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即，扣除率 11%加计扣除 2%）；

 核定扣除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包括包装物、辅助材料、燃料、

低值易耗品等），增值税进项税额适用前述几条的扣除率规定；

 核定扣除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适用扣除率调整为 11%；

 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部分鲜活肉蛋而取得的普通发票，不做作为计算

抵扣进项税的凭证；

 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7%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服务的，应当分

别核算进项税额；未分别核算的，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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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

税额。

新增值税暂行条例

（自2017.11.19起生效

施行）

 购进农产品，除采用专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的情形外，按照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国务院另有规定

的除外。

财税[2018] 32号

（自 2018.5.1 起施行）

 原适用 11%扣除率的，相应下调为 10%【适用于一般商贸企业】

 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 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率为 12%【适用于深加工农产

品】

39 号公告

（自 2019.4.1 起施行）

 原适用 10%扣除率的，相应下调为 9%【适用于一般商贸企业】

 购进用于生产或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率下调为 10%【适用于深加工农产

品】

3. 调整出口退税率

随着增值税适用税率的变化，出口退税率也同步调整。根据 39 号公告的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原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9%。

需要注意的是，39 号公告为出口退税率的调整设置了过渡期规定，规定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含 2019 年 4 月 1 日前），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的（即，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出口

企业（外贸企业）或其他单位等），若购进时已按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

出口退税率；若购进时已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平进平

退”）。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即，生产企业等），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实体从



4

旧”），适用税率低于出口退税率的，二者之间的差额视为零参与免抵退税计算。具体时点以

出口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时间或出口发票的开具时间等为准。对外贸企业来说，2019 年 4 月 1
日前购入货物的，建议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报关出口；预计无法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

报关出口的，建议在 4 月 1 日后安排购入货物。对生产企业来说，建议尽可能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货物的报关出口。

4. 调整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

根据 39 号公告的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适用 13%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

物品，退税率调整为 11%；适用 9%税率的前述物品，退税率调整为 8%。

需要注意的是，39 号公告为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的调整设置了过渡期，规定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按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退税率；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

的，执行调整后的退税率。具体时点以退税物品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时间为准。

二、扩“抵”：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

5. 允许不动产进项税一次性抵扣

根据 39 号公告的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一般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

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 年抵扣（即，不再“第 1 年抵扣 60%，第 2 年抵扣 40%”），而是允

许一次性抵扣；此前按照 2 年抵扣政策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 年 4 月

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一次性抵扣。

进项税额抵扣机制是计算增值税额的一种重要方法。纳税人的固定资产（尤其是不动产）

能否抵扣以及能否充分抵扣进项税额，对于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而言，

上述政策对企业是利好消息。此外，不动产进项税扣除规则的变动也是深化增值税改革的一

个重要体现。

作为参考，我们将固定资产（含不动产）进项税抵扣规则的历次变动情况列示如下：

政策依据 相关固定资产（含不动产）进项税抵扣规则

增值税暂行条例（1993）

（自 1994.1.1 起施行）
 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中抵扣；

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10）  提出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

财税[2004]156号等文件

（2004.7.1 至 2008.12.31 陆续执行）

 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内蒙古东部等地区相关行业逐渐试行固定资产（不含不动产）

的进项税抵扣；

财税[2008]170 号

（自 2009.1.1 起施行）

 一般纳税人购进或自制固定资产（不含不动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这标志着我国增值税制度正式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

财税[2016]36号

（自 2016.5.1 起施行）

 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自 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

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的，其进项税额应自取得之日起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

年抵扣 60%，第二年抵扣 40%；

39号公告

（自 2019.4.1 起施行）

 一般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 年抵扣，允许一次性

抵扣；

 按照前述 2年抵扣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于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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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抵扣完毕。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14 号公告的规定，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非正常损失，

或者改变用途，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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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

6. 将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

根据 39 号公告的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被纳入进项税抵扣范

围。该政策对差旅业务较多的企业尤为利好。针对本政策，下面几点需要企业注意：

 关于抵扣凭证类型：除取得增值税发票外（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发票上注明的

税额为抵扣额），取得的其他运输凭证（包括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

路/水路等其他客票）均要求注明旅客身份信息。39 号公告并未提及“旅客”是否必须

为本公司员工，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政策问答中，表示非雇员的旅费不可抵税。

 关于可抵扣进项税金额的计算:（1）铁路车票、公路/水路等客票是以票面金额为含税

金额倒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而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则是以“票价+燃油附加费”

（不含行程单记录的民航发展基金和其他税费）为含税金额倒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2）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和铁路车票按照 9%（即，本次调整后的交通运输服务的适用

税率）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而公路、水路等客票按照 3%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 9%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 9%

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 3%

 关于抵扣范围:本政策仅适用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不适用于国际旅客运输服务（根据

增值税现行政策，纳税人提供国际旅客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政策，因而

国际旅客运输服务购买者不得抵扣相关服务的增值税）。需注意的是，如果企业从差旅

服务代理平台购买旅客运输服务且存在国际运输服务（如，国际航空运输）情况，以企

业争取拿到相关客票（如，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为宜（如果由代理平台统一按照

含机票票面金额及服务费金额的总金额开发票，则当发票中同时存在国际运输和国内运

输项目时，可能会连带影响国内运输项目的增值税进项税的可抵扣性）。

 企业购入的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不得做进项税抵扣。

7. 实施加计抵减政策

根据 39 号公告的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产、生活性

服务业的一般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后，抵减应纳税额。就此而言，下面

几点需要企业注意：

 本政策是阶段性优惠政策，2021 年 12 月 31 日（税款所属期）以后，该政策将届满。

届时，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将停止抵减。至于届时是否会有延续政策出台，有待财税部门

后续发文明确。

 本政策适用于主要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的一般纳税人。其提

供前述 4 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应超过 50%（若纳税人兼有 4 项服务

中的多项，则分子为 4 项服务销售额的合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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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比重的计算期间，对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的一般纳税人，采用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

计算判断，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而对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

的一般纳税人，采用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累计销售额判断，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

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如果 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其前 3 个月的销售额均为

0，则应自该纳税人形成销售额的当月起计算 3 个月，以判断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一般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据

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加计扣除额可追溯适用。一般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

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当期一并（补）计提。例如，甲公司在 2019 年 4
月设立，2019 年 5 月登记为一般纳税人，2019 年 6 月确定符合加计抵减政策的条件，

则甲公司可在 2019 年 6 月一并计提 5 月和 6 月的加计抵减额。

 本政策不适用于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情形。如果纳税人兼营出口

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的，则按照当

期相应销售额的比例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原因在于，“纳税人出口货

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在销项端可适用零税率或免税政策。

 加计抵减的幅度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10%。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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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计提加计抵减额的，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

出，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加计抵减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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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大于或等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则当期可抵减加

计抵减额可以从抵减前的应纳税额中充分抵减（直到抵减至应纳税额为零）；否则，如

果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有余额，则可以结转至下期继续抵减。

 本政策由相关纳税人“自主判断、自主申报、自主享受”。根据 14 号公告的规定，纳税

人在年度内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只需要提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对其销售额比重进行确认，不需要履行额外的申请审批程序。以后年度确定继续适用本

政策时，需再次提交该声明。

三、退“留”

8. 全面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根据 39 号公告的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此

前，除出口退税等特殊情形外，我国企业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一般不退税，而是结转至下

期抵扣。这对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的企业而言，可能会大量占用资金。为缓解部分企业的

前述资金压力，国务院财税部门曾出台若干政策对特定行业因特定行为而产生的增值税期末

留抵税额予以退还。我们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的历次变动情况列示如下，谨供各

位参考：

政策依据 相应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财税[2011]107 号  对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企业采购设备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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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4]17 号
 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在 2014 年 2 月 28 日前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可在不超过其购进

石脑油、燃料油的价格中消费税部分对应的增值税的规模下，申请一次性退还；

财税[2016]141 号

（已执行到期）

 对纳税人从事大型客机、大型客机发动机研制项目而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

 对纳税人因生产销售新支线飞机而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

财税[2018]70 号

（2018 年执行）

 对符合条件的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等行业的增值税期末留抵

税额予以退还；

39 号公告  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不分行业）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针对本政策，企业需要注意下面几点：

 申请条件：申请适用本政策的纳税人应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一般纳税人：

1) 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 6 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 2 个季度）增量留

抵税额均大于零（连续 6 个月大于零的，说明纳税人期末税额留抵是常态，单靠自

身生产经营难以在短期内消化留抵税额，因而有必要退税），且第 6 个月增量留抵

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

2) 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 B 级（将优待政策与纳税信用情况挂钩）；

3)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4)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 2 次及以上的（将优待政策与行政处

罚情况挂钩）；

5)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退还范围：基于财政承受能力的考虑，本次只对增量留抵税额（即，与 2019 年 3 月底

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税。对于 2019 年 4 月 1 日以后成立的一般纳税人，

其增量留抵税额即为当期的期末留抵税额。

 计算公式：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其中，“进

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

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

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申请期间：纳税人应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办理免抵退税后，仍

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但是，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

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后续处理：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相应调减当期留抵税额。

四、我们的服务

“依法纳税”对纳税人而言，纳税是义务，依法是权利。要依法，就需要对税收法律法

规有全面的掌握和深刻的理解。海问律师事务所的税务团队立足于“税+法”的专业立场，针

对客户的需求，致力于提供如下“依法纳税”服务：

 日常税务咨询服务；

 交易架构设计服务；

 合同涉税条款的制备、审阅、修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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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税争议解决支持服务；

 税收事项的税务遵从服务。

如您有意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服务内容及相关事项，敬请与以下人员联系：

郭永茂 税务合伙人

电子邮件：guoyongmao@haiwen-law.com

李杨 高级律师

电子邮件：liyang@haiwen-law.com

田越 律师

电子邮件：tianyue@haiwe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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