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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率与扣除率调整政策

1.自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有哪些调整？
答：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

的，税率调整为 9%。

2.自 4月 1日起，适用9%税率的增值税应税
行为包括哪些？

答：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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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为 9%：

——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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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

物；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3.适用6%税率的增值税应税行为包括哪些？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增值电信服务、金

融服务、现代服务（租赁服务除外）、生活服务、无

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税率为 6%。

4.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对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率的是否有调
整？

答：有调整。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公告

规定，对增值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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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
托加工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能否按10％扣除
率计算进项税额？

答：可以。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用于生

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6.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未采用农
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下
同），可凭哪几种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可凭增值

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

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7.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流通
环节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能否
用于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流通

环节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

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8.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除
外)购进农产品，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从按照简

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

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

额。

9.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除
外)购进农产品，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
购发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开

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

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的扣

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10.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
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而取得的普通发票，
能否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

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而取得的普通发票，

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11.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同时兼营农产品深加
工，能否同时适用农产品加计扣除以及加计抵减
政策？

答：按照《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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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提供生

活服务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

纳税人，可以适用加计抵减政策。该纳税人如果同

时兼营农产品深加工业务，其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

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可按照 10%扣除率

计算进项税额，并可同时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12.适用农产品核定扣除办法的纳税人，在
2019年 4月 1日以后，其适用的扣除率需要进行
调整吗？

答：《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

施办法》（财税〔2012〕38号?）明确规定，农产品核

定扣除办法规定的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

率。如果纳税人生产的货物适用税率由 16%调整

为 13%，则其扣除率也应由 16%调整为 13%；如果

纳税人生产的货物适用税率由 10%调整为 9%，则

其扣除率也应由 10%调整为 9%。

13.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
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3%税率货物又用于生
产销售其他货物服务的，是否需要分别核算？

答：需要分别核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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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的扣除率

计算进项税额。

14.2019年 5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
办理纳税申报时，需要填报哪几张表？

答：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减轻纳税人负

担，税务总局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资料进行

了简化，自 2019年 5月 1日起，一般纳税人在办理

纳税申报时，需要填报“一主表五附表”，即申报表

主表、附列资料（一）至（四）和《增值税减免税申报

明细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五）》、《营

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表》不再需要填报。

15.纳税人 2019 年 3月 31日前购进农产品
已按10%扣除率扣除，2019年 4月领用时用于生
产或委托加工 13%税率的货物，能否加计抵扣？
如果能，可加计扣除比例是2%还是1%？

答：2019年 4月 1日以后，纳税人领用农产品

用于生产或委托加工 13%税率的货物，统一按照

1%加计抵扣，不再区分所购进农产品是在 4 月 1
日前还是 4月 1日后。

16.税收政策规定，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0%的扣除率计算

进项税额。我公司未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试点，主要生产 13%税率货物，请问
2019年 4月 1日后购进的农产品，能否在农产品
购入环节直接抵扣10%进项税额？

答：不能在购入环节直接抵扣 10%进项税

额。根据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2019 年 4 月 1 日

后，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购入当期，应遵从农产

品抵扣的一般规定，按照 9%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如果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

货物，则在生产领用当期，再加计抵扣 1个百分点。

17.我公司未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
定扣除试点，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生产 13%税率的货物，
请问可以按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吗？

答：可以。39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纳税人购

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

品，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你公司从

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的 3%征收率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生产 13%税率的货物，符合上

述规定的，可以根据规定程序，按照 10%的扣除率

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18.我公司适用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办法，请问 2019年 4月 1日以后，购进农产
品适用的扣除率是多少？

答：《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

施办法》（财税〔2012〕38 号印发）规定，农产品增

值税进项税额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39
号公告第一条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

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

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

整为 9%。上述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因此，2019年 4月 1日以后，如果你公司销售的货

物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3%，则对应的扣除率为

13%；如果销售的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9%，则

扣除率为 9%。

19.我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农产
品既用于生产 13%税率的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
其他货物服务，目前未分别核算。请问可以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吗？

答：不可以。按照《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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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原则，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

13%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服务的，

需要分别核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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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20.请问 39号公告中的几项政策执行期限是
一样的吗？

答：39 号公告明确，调整增值税税率等多项

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政策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实

施。除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

政策执行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外，其他政策没有

执行期限。

（二）不动产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
项抵扣政策

21.我单位 2019年 1月购入一层写字楼，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当前尚有购入写字楼的不动
产进项税额40%未抵扣，我单位能否在2019年 4
月所属期抵扣剩余的30%，在 5月所属期抵扣剩
余的10%？

答：不可以。纳税人在 2019年 3月 31日前尚

未抵扣的不动产进项税额的 40%，自 2019年 4月

所属期起，只能一次性转入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22.我单位 2019年 4月购入一层写字楼，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购入写字楼的不动产进项税
额还需要分两年抵扣吗？

答：不需要，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取得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不再分两年抵扣，而

是在购进不动产的当期一次性抵扣进项税额。

23.我单位 2018年 6月购入一层写字楼，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购入写字楼的不动产进项税
额在2018年 7月申报抵扣了60%，在今年哪个月
份就能够申报抵扣剩下的40%？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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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

24.我单位 2019年 1月购入一层写字楼，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当前尚有购入写字楼的不动
产进项税额40%未抵扣，我单位能否在2019年 8
月申报抵扣剩下的40%不动产进项税额。

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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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自行选择申报月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5.我单位2019年 4月对原有厂房进行修缮
改造，增加不动产原值超过 50%，为本次修缮购
进的材料、设备、中央空调等进项税额，还需要分
两年抵扣吗？

答：不需要，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取得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不再分两年抵扣。

26.不动产实行一次性抵扣政策后，截至
2019年 3月税款所属期待抵扣不动产进项税额，
怎样进行申报？

答：按照规定，截至 2019年 3月税款所属期，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五）》第 6 栏“期末

待 抵 扣 不 动 产 进 项 税 额 ”的 期 末 余 额 ，可 以 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结转填入《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8b栏“其他”中。

27.公司 2018年 10月购进不动产抵扣了进
项税额的 60%部分，尚未抵扣完毕的 40%部分，
2019年4月1日以后可以分几个月进行抵扣吗？

答：不可以。按照 39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尚未抵扣的不动产进项税额

的 40%部分，自 2019年 4月所属期起，只能一次性

转入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28.某纳税人截至 2019年 3月税款所属期，
《附列资料（五）》第6栏“期末待抵扣不动产进项
税额”的期末余额为 30万元。2019年 4月税款

所属期，纳税人拟将待抵扣的不动产进项税额进
行申报抵扣，应如何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答：39 号公告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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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按照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

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年 4月税款所属期起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上例中纳税人可在 2019年 4
月（税款所属期）《附列资料（二）》第 8b 栏“其他”

“税额”列填写 300000元，同时按照表中所列计算

公式计入第 4 栏“其他扣税凭证”。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这笔不动产进项税额是前期结转产生的，

因此不应计入本表第 9 栏“（三）本期用于购建不

动产的扣税凭证”中。

29.D 公司 2018 年 9月购入一栋写字楼，按
照原来的税收政策规定，不动产进项税额的40%
应于 2019年 9月抵扣。2019年 4月 1日增值税
新政实施后，40%部分是否只能在2019年 4月税
款所属期抵扣？

答：39 号公告第五条规定，纳税人取得不动

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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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抵扣。2018 年 9 月购入写字楼，按照规定尚未

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D 公司既可以在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一次性抵扣，也可以在

2019年 4月之后的任意税款所属期进行抵扣。

30.我公司 2019年 3月份购入一间厂房，当
月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
平台勾选确认，请问办理3月税款所属期申报时，
该厂房的进项税额可以一次性抵扣吗？

答：不可以。《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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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39号公告”）第五条规定，自 2019年 4月 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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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按照规定尚未抵扣完毕

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年 4月税款所属期

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你公司 3 月份购入的不动产，属于 2019 年 4
月 1日前购入，应在 3月税款所属期抵扣 60%进项

税额，余下的 40%进项税额自 4 月税款所属期起

将抵扣完毕。

31.某纳税人 2019年 4月购进不动产，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认证，金额1000万元，税额
90万元，应当如何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答：39号公告第五条规定，自 2019年 4月 1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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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纳税人在办理 2019年

4 月税款所属期纳税申报时，应将购入不动产取

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份数，以及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金额、税额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

（二）》第 2 行“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

扣”的对应栏次；同时，还需将上述内容填入本表

第 9行“（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的

对应栏次。

3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答：可以。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33.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际旅客运输服
务，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答：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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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购买国际

旅客运输服务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34.是否只有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客票，才能
作为进项税抵扣凭证？

答：是的。按照《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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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目前暂允许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

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路和水路等其他客票，作

为进项税抵扣凭证。

35.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凭证有哪些种类？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凭证有：增值税专用

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以及公路、水

路等其他客票。

36.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进项税额为发票

上注明的税额。

37.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取得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如何计算进
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

客票行程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

费）÷(1+9%)×9%
38.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取得铁路车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按

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
9%

39.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取得公路、水路等客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客

票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公路、水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
3%)×3%

40.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怎么申报？

答：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在申报时

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一）

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栏次中。

41.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
税电子普通发票或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铁
路等票据，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怎么申报？

答：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

税电子普通发票或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铁

路等票据，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在申报时填

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8b 栏

“其他”中。

42.我公司位于北京，某员工 3月 28日乘高
铁出差至山东，4月 2日返程，取得了注明该员工
身份信息、乘车日期分别为 3月 28日和 4月 2日
的两张高铁车票。请问我公司可以将上述旅客运
输费用纳入抵扣吗？

答：《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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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39 号公

告?”）规定，自 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因此，你公司取得的 4月 2日高铁车票，

可计算抵扣进项税额，3月 28日的高铁车票则不

能计算抵扣。

43.我公司因员工出差计划取消，支付给航空
代理公司退票费，并取得了 6%税率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请问，我公司可以抵扣该笔进项税额吗？

答：按照现行政策规定，航空代理公司收取的

退票费，属于现代服务业的征税范围，应按照 6%
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你公司因公务支付的退票

费，属于可抵扣的进项税范围，其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44.请问纳税人为非雇员（如客户、邀请讲课
专家等存在业务合作关系的人员）支付的旅客运
输费用，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答：39 号公告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这里指的是与本单位建立了合法用工关

系的雇员，所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费用允许抵扣

其进项税额。纳税人如果为非雇员支付的旅客运

输费用，不能纳入抵扣范围。需要注意的是，上述

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应用于生产经营所需，如属

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

45.某单位取得的长途客运手撕客票能否抵
扣进项税额？

答：按照 39 号公告规定，一般纳税人购进国

内旅客运输服务，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

税电子普通发票外，需凭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

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以及公路、水路

等其他客票抵扣进项税额，未注明旅客身份信息

的其他票证（手写无效），暂不允许作为扣税凭

证。因此纳税人不能凭长途客运手撕票抵扣进项

税额。

46.自 2019年4月1日起，纳税人购进国内旅
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请问取得增值
税电子普通发票，以及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
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路、水路等其
他客票，其抵扣期限是多久？

答：自 2019年 4月 1日起，纳税人购进国内旅

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现行政策未对

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凭证

设定抵扣期限。

47.2019年 4月1日后，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
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非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的，进项税额是否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

答：39 公告规定，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国内

旅客运输服务凭证，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只限于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和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

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路、水路等

其他客票。不包括增值税普通发票。

48.C公司准备购买20张“上海—三亚”往返
机票，用于奖励公司优秀员工团队。请问购票支出
对应的进项税额，C公司能否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答: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财税〔2016〕36 号印发）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

定，纳税人购买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

形资产和不动产，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项

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甲公司用

于奖励员工的 20 张机票，属于集体福利项目，对

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49.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是否可以
抵扣进项税额？如何抵扣？

答：39 号公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购进国内

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发票上注

明的税额为进项税额。纳税人未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暂按照以下规定确定进项税额：

（1）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为发票上注

明的税额；

（2）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

客票行程单的，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

费）÷（1+9%）×9%
（3）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为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进项税额：

铁 路 旅 客 运 输 进 项 税 额 =票 面 金 额 ÷（1 +
9%）×9%

（4）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

他客票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

金额÷（1+3%）×3%
50.某纳税人2019年 4月购进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
票行程单1张，注明的票价
2700元，民航发展基金 50
元，燃油附加费120元。请
问该纳税人应当如何填写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答：按照政策规定，纳

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根据取得的凭证

类型，分别计算进项税额。其中取得注明旅客身

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按照下列

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

费）÷（1+9%）×9%
需要注意民航发展基金不作为计算进项税额

的基数。

因此，该纳税人在办理 2019年 4月税款所属

期纳税申报时，应当将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航空

旅客运输进项税额 232.84元，填入《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8b 栏“其他”“税额”列，第

8b 栏“其他”“份数”列填写 1 份，“金额”列填写

2587.16元。同时，还需将上述内容填入本表第 10
行“（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

51.我公司高管是外籍人员，其因公出差，取
得注明护照信息的国内铁路车票，我公司可以抵
扣该笔旅客运输费用的进项税额吗？

答：39 号公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购进国内

旅客运输服务，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

票的，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你公

司高管取得的注明护照信息的铁路车票，按照规

定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52.提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航空企业在收
取票款时一并代收的民航发展基金，应如何开具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答：《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表》中，不征税

项目类别下编码 6130000000000000000 为“代收

民航发展基金”。航空公司在提供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时代收的民航发展基金，可以选择该编码开

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53.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的旅
行社、航空票务代理等票务代理机构享受差额征
税政策并依6%税率开具的代理旅客运输费用电
子普通发票，是否可以作为抵扣凭证？

答：纳税人取得旅行社、航空票务代理等票务

代理机构依 6%税率开具的代理旅客运输费用电

子普通发票，是购进“现代服务-商务辅助服务”，

不属于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不能适用《财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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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关于其他票据计算抵扣的

特殊规定。按照现行进项税抵扣的有关规定，纳

税人取得上述电子普通发票，不能作为抵扣凭证。

54.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进项抵扣问
题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上既有“填开日
期”，也有“航班日期”，对于下列情况该如何判断
能否抵扣进项：（1）填开日期在3月31日前，而航
班日期在 4月 1日之后的；（2）填开日期在 4月 1
日后，而航班日期在3月31日之前的。请明确是
以行程单上的“填开日期”作为“购进日期”，还是
以“航班日期”作为“购进日期”来判断是否能够抵
扣进项？

答：纳税人购进旅客运输服务取得航空运输

电子客票行程单的，以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上注明的运输服务发生日期，确定其对应的旅客

运输服务能否抵扣进项税。运输服务发生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的，可以按规定抵扣进项

税；运输服务发生日期为 2019年 3月 31日及以前

的，不得抵扣进项税。

（三）加计抵减政策

55.本次深化增值税改革新出台了增值税加
计抵减政策，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符合条件的从事生产、生活服务业一般纳

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用于抵

减应纳税额。

56.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执行期限是什么？
答：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执行期限是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这里的执行期限是

指税款所属期。

57.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所称的生产、生活服
务业纳税人是指哪些纳税人？

答：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中所称的生产、生活

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

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

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58.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所称的邮政服务、电
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具体范围是指什么？

答：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

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

释》（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

邮政服务，是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

邮政企业提供邮件寄递、邮政汇兑和机要通信等

邮政基本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邮政普遍服务、

邮政特殊服务和其他邮政服务。

电信服务，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

者光电系统等各种通信网络资源，提供语音通话

服务，传送、发射、接收或者应用图像、短信等电子

数据和信息的业务活动。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和增

值电信服务。

现代服务，是指围绕制造业、文化产业、现代

物流产业等提供技术性、知识性服务的业务活

动。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

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广播影视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是指为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

求提供的各类服务活动。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

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

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

59.生活服务具体包括哪些？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第（一）项规定，包括生

活服务在内的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

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印

发，以下简称注释）执行。按照注释的规定，生活

服务是指为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

类服务活动。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

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其

他生活服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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