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免税政策培训

国家税务总局园区税务局
货物和劳务税科

2019年2月

1



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预缴税款免税规定2

发票开具与小微申报4

 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33

小微免税政策解读31

2



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一、小微免税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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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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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总局2019年
第4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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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一）根据全部销售额合计计算免税标准---加法

1. 无须区分货物与营改增销售额

月应税销售额=货物销售额+服务、不动产、无形资
产销售额<=10万元
合计不超过10万元即可享受小微免税优惠

原小微政策（总局2017年52号公告）是货物与服务、
无形资产分别计算享受，同时不包含不动产销售额，
即免税条件为：
Ø货物销售额<=3万元
Ø或服务无形资产销售额<=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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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1：

   某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1月销售货物销售
额4万元，提供咨询服务销售额1万元，销售
不动产销售额4万元，合计销售额9万元，符
合现行小微免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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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微销售额标准包含应税项目销售额、免税项目
销售额、代开专票销售额等

举例2：

    某商业零售业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1月代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额1万元，销售应税货物开具增值
税普票销售额5万元，销售蔬菜享受免税政策销售额
3万元，合计销售额9万元，符合小微免税条件。

---代开专票部分需缴纳税款

---小微免税销售额不排除法定免税项目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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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二）考虑差额扣除和不动产销售额---减法

1.享受差额扣除政策纳税人，以差额扣除后
的销售额作为判断是否享受小微免税政策标
准

     目前差额扣除政策范围包括：建筑服务、
旅游服务、劳务派遣、金融商品转让、融资
租赁、经纪代理、不动产转让等。

原政策（总局2016年26号公告）是以差额扣
除前的销售额作为判断小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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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举例3：

    某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2月转让A股股票
取得600万元销售额，其售出股票的买入价合
计为592万元，则该纳税人2月差额后的销售
额为8万元，符合小微免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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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小微免税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销售额标
准不一致
      由于小微免税以差额后销售额判断，而一
般纳税人登记标准仍为差额扣除前的销售额为
统计标准，因此会存在享受小微优惠的小规模
纳税人会达到年销售额500万元标准，从而需
要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情况。
---例3中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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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2.月销售额合计超过10万元同时存在不动产
销售时，以扣除不动产销售后的销售额判断
是否享受小微优惠。

（1）月销售额合计不超过10万元，包含销售
不动产在内的全部销售额均可享受小微免税
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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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举例4：

    某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3月销售货物1万
元，销售不动产收入8万元，合计销售收入9
万元，符合小微条件，全部销售额均可享受
免税优惠。

以下两种观点是错误的：
Ø以扣除不动产之后的销售额判断享受小微优
惠
Ø销售不动产不享受小微免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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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2）包含销售不动产在内的月销售额合计超
过10万元的，其中：
Ø不动产销售额部分应按规定征税。
Ø除不动产销售外的其他销售额：
u如其他销售额不满10万元，可以享受小微
免税优惠；
u如其他销售额超过10万元，应按规定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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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全部免税

不动产销售额征税

销售额合计是
否超过10万元

其他销售额合计
是否超过10万元

否

是

免税

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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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5：

    某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3月提供咨询服务销
售额5万元，销售不动产15万元，合计销售额20
万元。其中咨询服务5万元享受小微免税优惠，
销售不动产15万元应按5%申报征收增值税。

举例6：

    某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2月提供咨询服务销
售额11万元，销售不动产15万元，合计销售额26
万元。由于扣除不动产后的销售额仍超过10万元，
因此全部26万元均应申报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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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申报期限确定免税标准---乘法

1.按月申报为10万元标准，按季申报为30万
元标准

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按月或按季度申报。
一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自然年度）内不
得变更。
---每年内可以申请修改一次申报期限（月改
季或季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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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2.纳税期限不足季的，按实际经营月份乘以
10万元确定小微优惠标准。

（1）经营期不足一个季度的情况包括：
Ø季度中间开业登记
Ø季度中间登记一般纳税人
Ø季度中间迁出、注销
（2）对于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根据实
际经营月份与10万元的乘积确定享受小微标
准，超过标准的应按规定征税。
（3）对按月申报的纳税人，经营期无论是否
满一个月，仍以月10万元标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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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举例6：

    某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5月1日开业登记，
为按季申报，5月份销售额12万元，6月份销
售额13万元。虽然该纳税人2季度销售额合计
25万元，但按实际经营期限计算小微标准应
为20万元，因此2季度不享受小微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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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四）自然人不动产出租分摊确定---除法

     其他个人（自然人）以一次性取得不动
产出租收入除以租赁期，如分摊后月销售额
低于10万元，则享受小微免税优惠。

举例7：

   王某2019年1月一次性收取2019年房屋出
租收入60万元，分摊至每月为5万元，符合小
微免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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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二、预缴税款免税规定
（一）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
的，当期无须预缴税款。

Ø防止申报时出现多缴无法退税
Ø只根据预缴当地月销售额判断，无需考虑

其他地区预缴销售额
Ø月（季）累计预缴销售额只要不超过免税

额标准，就无须预缴税款（如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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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举例8：

    某南通建筑单位在苏州从事建筑项目服务，
2019年2月取得园区内建筑服务销售额9万元，取
得新区建筑服务销售额5万元。只以园区内的预
缴销售额判断，因此该笔9万元销售额无须在园
区预缴税款。

举例9：

    某南通建筑单位在园区从事建筑项目服务，
2019年2月1日取得建筑服务销售额9万元，2月25
日取得建筑服务销售额25万元。由于合计销售额
超过30万元，因此应在园区预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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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二）销售不动产预缴税款需考虑纳税主体、
纳税期限区别处理

1.单位、个体工商户
Ø如在登记地为按月申报，则按月10万元判断
销售不动产预缴免税标准
Ø如在登记地为按季申报，则按季30万元判断
销售不动产预缴免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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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举例10：

     某无锡单位小规模纳税人为按季申报，
2019年2月出售园区不动产取得销售额200万
元，扣除购置原价180万元后，按20万元确定
不动产销售额，1季度其他月份无预缴税款事
项。由于该纳税人为按季申报，因此以30万
元作为小微判断标准，1季度无须在园区预缴
税款。

      如该单位为按月申报，则应以月10万
元标准判断，则该户2月应预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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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2.其他个人
        自然人销售不动产实行按次纳税，无须
预缴，因此继续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征免增值
税（满2年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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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三、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
（一）办理时间
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二）办理条件---仅保留一个标准
Ø按月申报的，转登记日前连续12月销售额
不超过500万元
Ø按季申报的，转登记日前连续4季度销售额
不超过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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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三）可申请转登记的范围扩大
1.纯营改增一般纳税人，只要符合销售额条
件，即可申请转登记。

2.2018年申请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后又登
记一般纳税人的，只要符合销售额条件，仍
可再次申请转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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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举例11：

    某一般纳税人2018年5月1日申请转登记
小规模纳税人，2018年6月申报销售额600万
元，于7月1日起重新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自
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合计申报销售额400万
元，因此2019年7月符合申请转登记小规模纳
税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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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体口径
1.销售额范围

Ø销售额为货物、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销
售额合计
Ø存在差额扣除的，为差额扣除前销售额
Ø包括应税销售额、免税销售额、查补销售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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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12：

     某一般纳税人2018年销售额分别为：一
季度销售货物100万元；二季度销售不动产
200万元；三季度提供建筑服务销售额100万
元，差额扣除80万元；四季度提供建筑服务
100万元，差额扣除90万元。则该纳税人于
2019年1月申请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是否符合
条件?

  销售额=100+200+100+100=500万元，符合
转登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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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转登记日为限，向前12个月或4个季度统计
销售额标准。

举例13：

    某一般纳税人2018年销售额分别为：一季度
销售货物100万元；二季度销售不动产200万元；
三季度提供建筑服务销售额100万元，；四季度
提供建筑服务100万元；2019年一季度销售货物
120万元。则2019年二季度是否能申请转登记？

申请转登记日前4个季度销售额
=200+100+100+120=520万元，不符合转登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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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经营期不满一年的，按月或季测算年
销售额是否达到500万元标准

测算年应税销售额
=转登记日前销售额合计/转登记日前实际经
营月份*12
=转登记日前销售额合计/转登记日前实际经
营季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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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14：
    某一般纳税人2018年10月成立，按季申报，
四季度销售额150万元，2019年一季度销售额50
万元，则该纳税人4月份能否申请转登记？
测算销售额=[（150+50）/2]*4=400万元，符合
转登记标准

举例15：
    某一般纳税人2018年10月成立，按月申报，
四季度销售额150万元，则该纳税人2019年1月份
能否申请转登记？
测算销售额=（150/3）*12=600万元，不符合转
登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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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票开具与小微免税申报
（一）发票开具
1. 小微纳税人开具专票需要缴税

Ø无论是自开还是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
缴纳专票部分税款
Ø在追回专票全部联次或开具红字发票后，可
以申请退税

32



园区政策法规处培训文档

2.已开具发票和预缴税款可申请退税

Ø符合免税销售额条件的，当期因代开普通发
票已经缴纳的税款，可以在办理纳税申报时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Ø预缴税款符合免税条件，此前已预缴税款的，
可以向预缴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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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控设备和发票开具过渡规定

Ø免税额以上的纳税人应使用税控系统开具增
值税发票；免税额以下纳税人可以继续使用税
控设备开具增值税发票
Ø符合免税条件，此前已纳入自开专票试点的
纳税人可以继续自开专票；也可以申请退出自
开试点，由税务机关代开专票
Ø属于自开专票试点范围但之前未申请自开的
纳税人，销售额超过免税标准可以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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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登记纳税人过渡规定

Ø自转登记日的下期起，应当按照征收率开具
增值税发票
Ø可以继续使用税控设备自开专票
Ø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发生的应税行为，需要开
具红票、换开、补开发票的，一律按照原来
适用的税率或者征收率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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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微免税申报
p申报表格式不作修改，但填报口径有所变化
p申报表增加提示，并按日形成监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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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系统监控，实现对销售额合计、差额扣
除、不动产销售额的自动判断

Ø根据“货物及劳务”、“服务不动产和无形
资产”两个列相应栏次（1、4、7、9、13）
销售额合计数判断是否免税
Ø符合小微免税条件的，提示应填写相应免税
销售额（第10栏或第11栏）
Ø增加不动产销售额的提示和录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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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税栏次填报注意事项

（1）免税栏次分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分别填写：
Ø单位纳税人填第10栏
Ø个体工商户填第11栏
Ø第10、11栏不能同时填报

（2）第12栏“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填报法
定免税项目销售额---不是以剔除法定免税后的
销售额来判断是否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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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纳税人填报此栏

个体纳税人填报此栏

法定免税项目填报此
栏，不区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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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16：

    某查账征收个体工商户2019年2月从事蔬
菜零售销售额5万元，零售水果销售额4万元，
合计销售额9万元，符合小微免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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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17：

    某按月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2月从
事蔬菜零售销售额9万元，零售水果销售额4
万元，合计销售额13万元，不符合小微免税
条件，因此4万元应申报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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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开专票和差额扣除纳税人申报

Ø按实申报代开专票部分预缴税款
Ø完整填列差额扣除附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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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18：

  某按季申报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1季度
取得劳务派遣收入含税销售额500万元，其中
代付工资等480万元。其中自行开具增值税普
通发票含税销售额5万元，换算不含税销售额
4.76万元（5/1.05=4.76）；至税务机关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销售额15万元，换算不
含税销售额为14.28（15/1.05=14.28）万元，
预缴税款14.28*0.05=0.71万元。

  1季度销售额合计4.76+14.28=19.04万元，
符合免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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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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