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3 号，以下简称 33 号公告），对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适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下简称海关缴款书）的确认和稽核比对规

则、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规则等事项进行了明确。从实操层面

看，33号公告主要涉及三类纳税人：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取得海关缴款书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01、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确认加计抵减程序及范围

此前，《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7 号，以下简称 87 号公告）明确，2019

年 10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符合条件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按照当期

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应纳税额（以下简称 15%加计抵减政策），同时

对允许加计抵减的企业应满足的条件进行了明确。

33 号公告在 87 号公告的基础上，对满足 15%加计抵减政策条件的纳税人首

次适用该政策进行了程序性规定，即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 15%加计抵减政策时，

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交《适用 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对此，笔者提醒生活性服务业企业，集中关注适用不同政策的处理和生活性服务

业的范围。

基于 33 号公告的规定，原适用 10%加计抵减政策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如

通盘考虑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与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希望继续适

用 10%加计抵减政策，可以通过不予提交《适用 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的方

式得以实现。相应地，如果原适用 10%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拟享受 15%加计

抵减政策，则必须在首次适用时提交上述声明。



作为 33 号公告的附件，《适用 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具体列举了生活

服务业的范围，包括主营业务为文化艺术业、体育业、教育、卫生、旅游业、娱

乐业、餐饮业、住宿业、居民服务业、其他生活服务业等 10 类纳税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规定，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现代服务业中

的“商务辅助服务”类目，安保服务属于现代服务业中的“商务辅助服务”类目，

酒店服务企业提供的会议场地及配套服务，属于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项

下的“会议展览服务”类目，都不属于生活性服务业范围。因此，主营业务为生

活性服务业的企业，如物业管理服务收入、安保服务收入和酒店会场及配套服务

收入超过核算期间总收入的 50%，则不满足 15%加计抵减政策的要求。笔者建议，

提供多项服务的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需要重点关注生活性服务业的范围，并做

好收入占比的测算。

02、取得海关缴款书纳税人：关注抵扣或出口退税流程

33 号公告针对纳税人用于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后续处理问题，从

程序和特殊事项应对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先确认后抵扣、特殊类型需稽核比

对、特殊情况分类型处理以及抵扣期限，是纳税人在海关缴款书管理中需要重点

关注的问题。

先确认后抵扣，是 33 号公告对海关缴款书抵扣管理的新常态规定。纳税人

取得的单一抬头的海关缴款书，应参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确认抵扣程序，登录本

省（区、市）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以下简称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择

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

其中，特殊类型的海关缴款书需稽核比对。当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查询

到的海关缴款书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或未查询到对应信息，以及抬头为两个单



位的海关缴款书，应由拟抵扣或出口退税的纳税人上传海关缴款书信息至稽核比

对系统，经系统稽核比对相符后，再按前述规则确认抵扣或出口退税。

与此同时，对于海关缴款书稽核比对过程中常见的比对结果为不符、缺联、

重号、滞留等异常问题，应结合 33 号公告的规定分情况应对及处理。例如，对

于稽核比对结果为重号的海关缴款书，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查。经核

查，海关缴款书票面信息与纳税人实际进口货物业务一致的，纳税人登录选择确

认平台查询、选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

抵扣期限，也是相关纳税人需要关注的事项。实务中，海关缴款书的确认及

提交稽核比对的期限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期限基本一致。33 号公告第

四条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 2017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海关缴款书，

应当自开具之日起 360 日内通过选择确认平台进行选择确认或申请稽核比对。

03、小规模纳税人：可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33 号公告第五条规定，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不含

其他个人）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且购买方要求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时，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鉴于小规模纳

税人的收入额度、核算能力以及内部控制等实际情形，笔者建议相关纳税人提高

发票管理与涉税处理能力。

“自行开具”与“代开”只能选其一，是小规模纳税人最需关注的一点。33

号公告第五条明确，选择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税务机关不

再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小规模纳税人选择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应全面关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频度、额度以及发票用量。

在实务中，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应组建专门的内部财

税团队，对增值税政策、发票管理规定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避免出现税务损失



甚至发票违法风险。同时，应全面关注纳税申报的准确性，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销售额准确填列至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应的栏次。

此外，小规模纳税人需关注，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销售额不属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优惠范围。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的规定，对月销

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综上所述，对于生活性服务业、取得海关缴款书、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等类型的企业财务人员，需重点研读 33 号公告，并结

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基于文件精神及与 33 号公告配套的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准确适用新政，确保政策执行的口径、程序以及内控管理的合规性，规避

相应的税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