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硬科技项目是很多创业群体的首选。这意味

着什么呢？和五年前、十年前的创业相比，如今当下的创业主题正在悄悄发生变

化，可以说，一个科技主导的创业新时代已经到来。

说到创业，第一步便是注册一家公司，但许多创业者在进行公司注册时都处

于一个茫然状态，不知从何下手。

一、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的区别

公司注册的类型多样，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也各不相同。创业者在完成公司

注册后，需要及时到税务局进行税务审批，并选择纳税人的身份，待公司完成注

册后，更多创业者很纠结是选择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今天，小编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二者的区别以及该如何选择。

小规模纳税人

通常是指销售额在一定的标准以内、会计核算不够健全、没办法按时向税务

机关提供资料的增值税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率为 3％（疫情减免

后为 1％征收率），小规模销售额连续 12 个月不能超过 500万（即一年开票不

能超过 500万）。

一般纳税人

一般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

和企业性单位，它的特点是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销项税额。

简单概括

小规模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0 万元，没有健全的会计制度。



一般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0万元，有健全的会计制度。

二、企业该如何选择纳税人类型

一般来说，创业者在确定新注册公司纳税人身份后，又有一个问题让不少创

业者难以选择，即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选择哪个好？

其实在小编看来，这个是没有统一标准答案的，毕竟不同公司的经营情况大

不一样，其选择纳税人的类型也大不相同，其选择也对于公司的发展会有所影响，

创业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企业的规模大小

即企业投资、生产、经营范围的大小；当企业的投资规模较大，年销售收入

超 500万，小编建议直接认定自身公司为一般纳税人；当公司月销售额在 10万

以下，则建议认定自身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

2、企业的客户群体

创业者一定要了解自身的客户群体属性，如果企业的潜在客户主要是大客户，

小编建议新注册公司选择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其原因是大客户群体在交易过程中

很可能不愿接受 3％征收率的增值税发票）。

3、企业财务发票的构成

新注册的公司成本费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占比较高，可以充分进行进项税

额抵扣，另通过专业测算预估增值税税负低于 3％的公司，选择认定为一般纳税

人比较好，反之则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4、企业的行业税率

如果创业者注册的新公司所属行业适用 16％的税率，且为轻资产行业，一

般增值税税负较高，所以在此小编建议该类企业选择小规模纳税人，反之选择一

般纳税人。



三、那输入类型，能随意调整吗？

了解完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的区别后，许多创业者还有一个疑惑，即

企业确定了一般纳税人的身份类型后，还能改吗？

根据原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但一般纳税人不得转

换为小规模纳税人。但是，根据最新政策，我国已将工商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

销售标准从 500000元和 800000元提高到 500万元，允许注册为一般纳税人的企

业在一定时间内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使更多的企业能够享受较低税率的优惠待

遇。

一般纳税人可以转为小规模吗？

小规模可以升级成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满足一般纳税人条件的，可以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最后小编温馨提示各位创业者：以上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的都是

在注册新公司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后期随着公司规模增大，小规模纳税人连续

12个月内，累计销售额超过 500万，应转为一般纳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