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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热点问答篇

一、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在办理增值税

纳税申报时，应当如何填写相关免税栏次？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

收管理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6 号）第三条明确，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

过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

过 45 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

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小

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或者“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次，

如果没有其他免税项目，则无需填报《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

细表》；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

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

模纳税人适用）》“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及《增值税减免

税申报明细表》对应栏次。

上述月销售额是否超过 15 万元，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1 年第

5 号）第一条和第二条确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8175&idx=1&sn=850291fed0b83e52a11872849fe57b49&chksm=88653e7bbf12b76d14c6ada1b9c21efecfc934620a35c9653944c2d55d7ff91ffe805c31b0dd&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8175&idx=1&sn=850291fed0b83e52a11872849fe57b49&chksm=88653e7bbf12b76d14c6ada1b9c21efecfc934620a35c9653944c2d55d7ff91ffe805c31b0dd&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0722&idx=2&sn=9cece0267c14d5031c1a65152c2eb48e&chksm=8865acb6bf1225a05b8ca204655d99c505c2bcef84b2f18be4fd6d2d6416e9e776ae4f87755b&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0722&idx=2&sn=9cece0267c14d5031c1a65152c2eb48e&chksm=8865acb6bf1225a05b8ca204655d99c505c2bcef84b2f18be4fd6d2d6416e9e776ae4f87755b&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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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至 2020 年办理过转登记的纳税人，其转登

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留抵税额按

规定计入了“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此部分

进项税额可否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应如何处理？

答：2018 年至 2020 年，连续三年出台了转登记政策，

转登记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

的期末留抵税额按规定需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

额”，用于对其一般纳税人期间发生的销售折让、退回等涉

税事项产生的应纳税额进行追溯调整。目前，转登记政策已

执行到期，对该科目核算的相关税额应如何处理，《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

告》（2022 年第 6 号）第四条明确规定，因转登记计入“应

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核算、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余额，在 2022 年度可分别计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投资资产、存货等相关科目，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

得税税前扣除，对此前已税前扣除的折旧、摊销不再调整；

对无法划分的部分，在 2022 年度可一次性在企业所得税或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8175&idx=1&sn=850291fed0b83e52a11872849fe57b49&chksm=88653e7bbf12b76d14c6ada1b9c21efecfc934620a35c9653944c2d55d7ff91ffe805c31b0dd&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8175&idx=1&sn=850291fed0b83e52a11872849fe57b49&chksm=88653e7bbf12b76d14c6ada1b9c21efecfc934620a35c9653944c2d55d7ff91ffe805c31b0dd&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8175&idx=1&sn=850291fed0b83e52a11872849fe57b49&chksm=88653e7bbf12b76d14c6ada1b9c21efecfc934620a35c9653944c2d55d7ff91ffe805c31b0dd&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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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在电子税务局申报增值税时，申报销项明细表填

报数据时发现，增值税专用发票栏次显示未抄报，如何处

理？

答：1．针对纳税人确实未抄报数据的情况，请重新完

成抄报，并确保抄报数据属期正确完整；

2．针对抄报数据信息未更新至电子税务局的情况，请

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数据更新，更新后再点击附销项明细

表核实数据完成申报即可；

3．针对纳税人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票种核定信息，销

项明细专用发票栏次显示未抄报属正常情况，不影响申报，

直接点击提交即可。

四、我在电子税务局申报增值税时，在常规申报列表点

击申报表时提示上期未申报，如何处理？

答:1．针对纳税人确实存在往期未申报数据的情况，请

到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办理逾期未申报相关事宜，待税务机关

处理后再在逾期申报列表中完成逾期未申报事项，申报完成

后再进入常规申报列表完成当期申报；

2.针对纳税人在办税服务厅前台完成逾期申报后数据

未及时更新至电子税务局的情况，请联系主管务机关完成数

据更新后再申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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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公司已按规定享受了其他优惠政策，还可以继续

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吗？

答：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

已依法享受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六税两费”减免

优惠。在享受优惠的顺序上，“六税两费”减免优惠是在享

受其他优惠基础上的再享受。原来适用比例减免或定额减免

的，“六税两费”减免额计算的基数是应纳税额减除原有减

免税额后的数额。

六、应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逾期未登记的，是否

可适用“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答：为进一步明确纳税人类型发生变化时享受减免优惠

的具体时间，按照有利于纳税人和简化申报的原则，根据《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3 号

公布）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

增值税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18 号），《公告》第二条

作出具体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定登记为一般纳税

人的，自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六税两费”减免政策。

增值税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应当登记

为一般纳税人而未登记，经税务机关通知，逾期仍不办理登

记的，自逾期次月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申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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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纳税人如果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

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2 年第

3 号）第一条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和新设立企业的情形，或

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仍可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七、更正汇算清缴申报是否需要对“六税两费”的申报

进行相应更正？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

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2 年第 3 号，

以下简称《公告》）第一条第（三）项，登记为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的小型微利企业、新设立企业，逾期办理或更正汇算

清缴申报的，应当依据逾期办理或更正申报的结果，按照《公

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六税两费”减

免税期间申报享受减免优惠，并应当对“六税两费”申报进

行相应更正。

例：A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成立，于 9 月 1 日登记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5 月，A 公司办理了 2020 年度汇算

清缴申报，结果确定是小型微利企业。A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征期申报缴纳了 1-3 月的“六税两费”，7 月征期申报缴纳

了 4-6 月的“六税两费”。2022 年 8 月，A 公司根据税务机

关有关执法决定文书，对 2020 年度汇算清缴申报进行了更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6333&idx=1&sn=3eff7938ad95aa98ddcefe596dc079c8&chksm=88652789bf12ae9f94ae90167e995e272aa17bcbe0874b34730859db31e223283e093b6907f4&token=892712329&lang=zh_CN&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6333&idx=1&sn=3eff7938ad95aa98ddcefe596dc079c8&chksm=88652789bf12ae9f94ae90167e995e272aa17bcbe0874b34730859db31e223283e093b6907f4&token=892712329&lang=zh_CN&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6333&idx=1&sn=3eff7938ad95aa98ddcefe596dc079c8&chksm=88652789bf12ae9f94ae90167e995e272aa17bcbe0874b34730859db31e223283e093b6907f4&token=892712329&lang=zh_CN&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6333&idx=1&sn=3eff7938ad95aa98ddcefe596dc079c8&chksm=88652789bf12ae9f94ae90167e995e272aa17bcbe0874b34730859db31e223283e093b6907f4&token=892712329&lang=zh_CN&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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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A 公司 8 月更正汇算清缴申

报后，应当如何对“六税两费”申报进行更正？

分析：根据《公告》第一条第（一）项、第（三）项规

定，A 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的税款是否能够申

报享受减免优惠，应当依据 2020 年度汇算清缴结果确定。A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更正了 2020 年度的汇算清缴申报，最新

结果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根据《公告》第一条第（三）

项规定，A 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申报“六税两

费”时不能够享受减免优惠，应当进行更正申报，补缴减征

的税款。

八、小规模纳税人在 2022 年 3 月底前已经开具了增值

税发票，如发生销售折让、中止、退回或开票有误等情形，

应当如何处理？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

收管理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6 号）第二条明确，小规模

纳税人在 2022 年 3 月底前已经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生销售

折让、中止、退回或开票有误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

应按照原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即：如果之前按 3%征收率开

具了增值税发票，则应按照 3%的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如果

之前按 1%征收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则应按照 1%征收率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5NDY4MQ==&mid=2654660647&idx=1&sn=08586e1b43cefc9eaaa66ef669a099a5&chksm=bd0892518a7f1b4772c2811393004364daa908e3b7fbb2272221c633f523c36ba9543dc3c358&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5NDY4MQ==&mid=2654660647&idx=1&sn=08586e1b43cefc9eaaa66ef669a099a5&chksm=bd0892518a7f1b4772c2811393004364daa908e3b7fbb2272221c633f523c36ba9543dc3c358&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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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红字发票。纳税人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发票的，在开具

红字发票后，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九、小规模纳税人是否可以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若可以开具，应按照什么征收率开具专用发票？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6 号）第一条规定，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可以

选择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纳税人选择放弃

免税、对部分或者全部应税销售收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应当开具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规定计算

缴纳增值税。

十、小规模纳税人取得的适用 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是否

均可以享受免税政策？

答：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是

否适用免税政策，应根据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的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进行判断，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销售收

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

方可适用免税政策，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的，则应按照此前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5NDY4MQ==&mid=2654660647&idx=1&sn=08586e1b43cefc9eaaa66ef669a099a5&chksm=bd0892518a7f1b4772c2811393004364daa908e3b7fbb2272221c633f523c36ba9543dc3c358&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5NDY4MQ==&mid=2654660647&idx=1&sn=08586e1b43cefc9eaaa66ef669a099a5&chksm=bd0892518a7f1b4772c2811393004364daa908e3b7fbb2272221c633f523c36ba9543dc3c358&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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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

享受免税政策后，应如何开具发票？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

定，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不得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据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6 号）第一条

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

入享受免税政策的，可以开具免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

十二、汇算清缴需要补税的纳税人如何享受 2021 年第

四季度缓缴企业所得税政策？

答：汇算清缴需要补税的纳税人，产生的应补税款可与

2021 年第四季度已缓缴的税款一并延后缴纳入库。纳税人无

需办理延期申请，征管系统将自动延长汇算清缴应补税款的

缴款期限。

其中，纳税人按季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汇缴应补税款在

2022 年 10 月缴纳入库。

举例来说，按季预缴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其 2021 年

四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假如是 10 万元，按规定可延缓

至 2022 年 10 月缴纳入库。2022 年 4 月，该企业完成 2021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结果显示汇算清缴需要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5NDY4MQ==&mid=2654660647&idx=1&sn=08586e1b43cefc9eaaa66ef669a099a5&chksm=bd0892518a7f1b4772c2811393004364daa908e3b7fbb2272221c633f523c36ba9543dc3c358&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5NDY4MQ==&mid=2654660647&idx=1&sn=08586e1b43cefc9eaaa66ef669a099a5&chksm=bd0892518a7f1b4772c2811393004364daa908e3b7fbb2272221c633f523c36ba9543dc3c358&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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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20 万元。该笔 20 万元的汇算清缴补税可与此前的 10 万

元缓税一并在 2022 年 10 月缴纳入库。

纳税人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汇缴应补税款随同最后

一笔缓缴税款缴纳。

举例来说，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在 2021 年

11 月（税款所属期为 2021 年 10 月）和 2022 年 1 月（税款

所属期为 2021 年 12 月）享受两笔缓税，按照最新政策规定，

可以再延长 6 个月，两笔缓税可分别延缓至 2022 年 8 月、

2022 年 10 月。假如 2022 年 4 月份，该企业完成 2021 年度

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结果显示汇算清缴需要补税 20

万元。汇算清缴补缴的 20 万元可与 2022 年 1 月的缓税（最

后一笔缓税）一并在 2022 年 10 月份缴纳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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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政策更新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2022 年 7 月 1 日起正

式施行，哪些变化要关注呢？

（一）五个降低：五类应税凭证降低适用税率：

1.承揽合同：万分之五改万分之三；

2.建设工程合同（含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万分

之五改万分之三；

3.运输合同：万分之五改万分之三；

4.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万分之五改万分之三；

5.营业账簿：直接以立法形式确定为万分之二点五。

（二）五个明确

1.明确印花税计税依据不含列明增值税金额

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

的增值税税款；应税产权转移书据的计税依据，为产权转移

书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

2.明确规定六类合同不征收印花税

（1）除记载资金账簿外，其他营业账簿不征收印花税；

（2）个人书立的动产买卖合同不征收印花税；

(3)管道运输合同不征收印花税；

(4)再保险合同不征收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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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业拆借合同不征收印花税；

(6)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转移不征收印花税。

3.明确纳税期限和纳税地点

(1)纳税期限：实行按季、按年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

季度、年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实行按次计

征的，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

税款。

(2)纳税地点：纳税人为单位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

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纳税人为个人的，应当向

应税凭证书立地或者纳税人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印花税；不动产产权发生转移的，纳税人应当向不动产所

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4.明确记载资金账务印花税缴纳规则

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以后年度记载的实收资本

(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比已缴纳印花税的实收资本(股

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按照增加部分计算应纳税

额。

5.明确金额不定合同的印花税计税依据确定规则

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额的，印花税的计税

依据按照实际结算的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按照前款规定仍不

能确定的，按照书立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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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确定；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

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定计税依据；无收盘价

的，按照证券面值计算确定计税依据。

(三)两个新增

1.新增四项免税凭证

（1）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

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为获得馆舍书立的应税凭证；

（2）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书立的

应税凭证；

（3）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者卫生材料书

立的买卖合同；

（4）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

2.新增印花税扣缴义务人规定

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有代理人的，以其

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由纳税人

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

定。

（四）三个取消

1.取消尾数规定，据实计税纳税

《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应纳税额不足一角的，

免纳印花税。应纳税额在一角以上的，其税额尾数不满五分

的不计，满五分的按一角计算缴纳。《印花税法》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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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据实计税纳税。

2.取消部分应税凭证

取消《印花税暂行条例》附件税目税率表中“权利、许

可证照”税目、“其他账簿按件贴花 5 元”的规定。

3.取消原有罚则，按征管法执行

取消《印花税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处罚规定，统一由

税务机关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

规定征收管理。

（五）印花税新法旧规变动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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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0 号）

为促进汽车消费，支持汽车产业发展，现就减征部分乘用

车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购置日期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二、本公告所称乘用车，是指在设计、制造和技术特性

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物品，包括

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 9 个座位的汽车。

三、本公告所称单车价格，以车辆购置税应税车辆的计

税价格为准。

四、乘用车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海关关

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定。

五、乘用车排量、座位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

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电子信息或者进口机动车《车辆电子信

息单》电子信息所载的排量、额定载客（人）数确定。

三、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扩大大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

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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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7 个行业企业，纳

入按月全额退还増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

税额的政策范围。

四、对中小微企业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实施阶段性缓缴

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大于 6 个月的统筹地区，

自 2022 年 7 月起，对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缓缴 3个月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全面推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无需提出缓缴申请即可享受缓缴单

位缴费政策。

五、政策延长三项社保费缓缴

对符合条件地区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

所有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阶段性缓

缴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缓缴期限阶段性实施到今年

底。在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

个特困行业实施阶段性缓缴三项社保费政策的基础上，对受

到疫情严重冲击、行业内大面积出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其他特困行业，扩大实施缓缴政策，

养老保险费缓缴期限阶段性延长到今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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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

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1 号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第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

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

额的政策范围，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

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含

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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