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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21日联合发
布公告，宣布今年空前力度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将于
4 月 1 日正式启幕，并公布了一系列深化增值税改
革的配套举措。

根据三部门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
政策的公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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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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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明确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国内旅客运
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同时将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
付的进项税由目前分两年抵扣（第一年抵扣 60%，
第二年抵扣 40%），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此外，自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允许生产、生
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

公告同时明确，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试行增值
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符合相关条件的纳税
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增
量留抵税额为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
留抵税额。

增值税，在业内有“良税”之称，全球 1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引入这一税制，就是看中其中性特
点。对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而言，深
化增值税改革无疑是一盘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的

“大棋局”。
从 2012 年 1 月 1 日我国在上海率先针对交

通运输业等“1+6”行业启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到 2016 年 5 月 1 日将建筑、房地产、金
融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营改增试点全面推
开；

从 2017年 7月 1日，取消 13%档税率，增值税
四档税率变三档，到 2018 年 5 月 1 日，将制造业
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17%降至 16%，交通运输、
建筑等行业税率从 11%降至 10%，再到 2019年 4

月 1日开始的又一次更大力度降率……
新一轮增值税改革进入第 8年，实施 66年的

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制度在不断下调税
率和简化税制中日趋完善，降低了企业成本，释
放出稳就业、稳增长、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的积极
信号。

“此次改革并非单纯的下调税率，而是注重
与税制改革相衔接，注重突出普惠性，通过完善
税制向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的目标迈进，还为下
一步税率三档并二档预留了空间。”财政部税政
司司长王建凡说。

谈到下一步改革动向，他表示，为落实好税
收法定原则，增值税立法进程也会加快，推动增
值税改革不断纵深发展。

抵扣扩围、加计抵减……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2019年近2万亿元规模的减税降费“大餐”中，降低增值税税率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主菜”。
继本周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进一步部署后，2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标志着将于4月1日启幕的增值税降率进入操作环节。
今年增值税改革除了降低税率，还有何看点？如何确保企业切实有获得感？未来改革有何动

向？记者采访权威人士深入解读。

增值税降率影响有多大？一个数
字足以说明，去年我国逾 15 万亿元税
收中，增值税贡献近 4成。作为我国第
一大税种，增值税税率降一个点，减税
则以千亿计。

根据部署，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
将适用 16%增值税税率的项目改按
13%税率征税，主要涉及制造业等行
业；将适用 10%税率的项目改按 9%税
率征税，主要涉及交通运输业、邮政
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基础电信服务
和农产品等货物；保持 6%一档税率不
变，主要涉及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生
活服务业和增值电信服务等。

“我从事财税研究 40多年，今年增
值税税率调整力度是空前的，从来没有
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说，增值
税是间接税，其减税效应通过抵扣机制
层层传导，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占增值税总量近60%的制造业等
行业而言，此次 3个百分点的税率降幅，
无疑是一场期盼已久的减负“及时雨”。

以广西柳工集团为例，初步测算
显示该集团今年预计减税 1.36 亿元，
其中增值税减少 1.21 亿元，城市维护
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
加减少 1500万元。

“增值税税率下调给企业带来‘真

金白银’。”福建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洪杰测算，去年制造业增
值税税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企业减税
945 万元；今年降低 3 个百分点，预计
一年给企业节省资金 4000万元以上。

得益于增值税税率下调，减税效
应也从产品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传
导。

记者发现，近期，已有汽车厂商宣
布随增值税税率调整下调商品价格。
中国铁路总公司也宣布，因交通运输
业增值税税率下降，将跟进下调铁路
货物运价，进一步降低铁路物流成本。

此外，公告还相应调整部分货物
服务的出口退税率，调整后出口退税
率 仍 维 持 五 档 ，由 改 革 前 的 16% 、
13%、10%、6%、0%，调整为 13%、10%、
9%、6%、0%。

同时，境外旅客购进适用 13%税
率的货物，离境退税率保持 11%不变；
购进适用 9%税率的货物，退税率调整
为 8%。

“增值税税率降低是普惠性的减
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表示，制造业税率从 16%降至 13%，实
际上对各个行业都会产生影响，可以
说，降低增值税基本税率，抓住了当前
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关键点。

增值税的原理，简单说就是销项税减去进项
税，让纳税人只为产品和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
抵扣链条越完善，重复征税就越少。

由于税制原因，不排除税率降了，但有些行
业因抵扣少而增加税收。对此，三部门公告中推
出两大主要暖心举措，加大减税力度，确保所有
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国内旅客运
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同时将纳税人取得不动
产支付的进项税由目前分两年抵扣 （第一年抵
扣 60%，第二年抵扣 40%），改为一次性全额抵
扣。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
所长李旭红说，这意味着此前不能抵扣的公司员
工出差机票、火车票等都可以纳入抵扣范围，对
企业是一大利好。而不动产改为一次性全额抵
扣，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当期可抵扣进项税，还简
化了会计核算，仅这两项预计能给企业减税约千
亿元。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将引入加计抵减政

策。对 6%一档增值税税率虽保持不变，但为防
止因进项抵扣减少而税负上升，公告明确对主营
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纳
税人，按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政策
实施期限暂定截至 2021年底。

“这是我国探索出的一种特别的临时性优惠
方式。”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
甫说，如一家企业本应抵扣 200万元进项税，加计
10%后就能多 20万元用于抵减应纳税款，抵减额
越多应纳税额就越小，即便税率不变行业税负也
确保只减不增。

此外，逐步建立期末留抵退税制度，还是完
善增值税制度的重要举措。期末留抵，是纳税人
已缴纳但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公告明确，对降
低税率水平后纳税人新增的留抵退税，按条件予
以退还。

李万甫说，此次改革采取对存量和新增留抵
分类处理的方式，正是为了逐步建立期末留抵退
税制度，从而扩大改革受益面，激发企业更大发
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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