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来给大家整理 15条财税新政，要牢记！

1.小规模 10 万元免增值税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合计月销售额

不超过 10万元(以 1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万元)的，免

征增值税。

2.企业所得税最低 5%税负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3.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放宽了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 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

条件的企业。

4.小规模六税两附加减按 50%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税额

的 50%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

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5.国内车票可以抵扣增值税



4月 1 日起，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等可计算抵

扣增值税，无需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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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申报表精简了

废止部分申报表附列资料:

一是废止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五)》(以下简称《附列资料(五)》)。

二是废止原《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表》。

纳税人自 2019年 5 月 1 日起无需填报上述两张附表。

7.购进不动产允许一次性抵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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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按照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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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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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

所称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以下称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9.全面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制度

自 2019年 4 月 1 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一)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

抵税额。

(二)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

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10.4月 1 日起增值税率降率了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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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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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原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

为 13%;原适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

退税率调整为 9%。



11.500万以下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扣除

企业在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

位价值不超过 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12.小微企业银行借款免征印花税

2014年 11 月 1 日至 2020年 12 月 31日，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

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13.符合条件企业免征残保金

自 2017年 4 月 1 日起，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范围，由自工商注册登记

之日起 3年内，在职职工总数 20 人(含)以下小微企业，调整为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调整免征范围后，工商注册登记未满 3 年、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可在剩余时期内按规定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14.符合条件一般纳税人仍可转小规模

今年底之前，符合条件的一般纳税人仍可以继续选择转为小规模!前提是必

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可以。

条件:转登记日前连续 12个月(以 1个月为 1个纳税期)或者连续 4个季度(以

1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 500万元的一般纳税人。

15.小规模自开专票扩大至 8个行业



将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范围由住宿业，鉴证咨询业，

建筑业，工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扩大至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上述 8 个行业小规模纳

税人(以下称“试点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