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永续债定义 

永续债，顾名思义就是没有明确到期日或到期日非常长的债券。官方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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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债务性证券的发行费用可以税前列支。但 2012年第 15号公告并未明确发行费用是否可以在发生时一次性税前

扣除，故实务中一般遵从会计处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发行费用计入相关资产成本通过摊销或折旧的方式计入成

本费用在税前扣除；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发行费用按期摊销计入财务费用在税前扣除。 

政策支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第 15

号）第二条：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取得贷款、吸收保户储金等方式融资而发生的合理的费用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应作为财务费用，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公告〉的解读》第三条：企业通过发行债

券、取得贷款、吸收保户储金等方式融资而发生的费用支出如何进行税前扣除，现行税法没有具体规定。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规定的原则，以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公

告》明确：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取得贷款、吸收保户储金等方式融资而发生的合理的费用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应作为财务费用（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准予在企业所得税

前据实扣除。 

2.永续债是“股”or“债”？ 

前面提到 64号公告对于永续债最大的亮点在于不直接按会计的“债”或“股”进行利息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定性，而是给企业以一定的选择空间。具体来看，会计上永续债性质判断以《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

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和《关于印发<永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的通知》(财会〔2019〕2号)为准，当满

足两个条件（合同义务&权益结算）时，可分类为权益工具，在分析条件一时要考虑三个要素；税法上 64号公告做

出明确规定，当满足 64号公告列举的 9个条件中至少 5个条件时，税收上可按“债”处理。 

会计： 

两个条件 

 

三个要素 



 

税务： 

满足下面 5条（含）以上的永续债可按“债”进行处理，否则按“股”： 

1）被投资企业对该项投资具有还本义务； 

2）有明确约定的利率和付息频率； 

3）有一定的投资期限； 

4）投资方对被投资企业净资产不拥有所有权； 

5）投资方不参与被投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6）被投资企业可以赎回，或满足特定条件后可以赎回； 

7）被投资企业将该项投资计入负债； 

8）该项投资不承担被投资企业股东同等的经营风险； 

9）该项投资的清偿顺序位于被投资企业股东持有的股份之前。 

因此，对于同一笔永续债的发行费用，会计和税务处理上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会计和税务都按权益工具处理。此种情况不会出现税会差异，不涉及纳税调整。 

2) 会计和税务都按债务工具处理，同时符合资本化条件。这时会计上根据可赎回条款判断债务期限，分期摊

销计入资产成本，待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后摊销/折旧计入损益。15号公告中规定，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不涉及纳税调整。 

3) 会计和税务都按债务工具处理，同时不符合资本化条件。这时会计上根据可赎回条款判断债务期限，分期

摊销计入损益。15号公告中规定，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应作为财务费用，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文件

中并未明确规定此时发行费用是一次性税前扣除，或是按会计分期摊销计入财务费用金额进行税前扣除。实务中，

税务处理一般从会计，不作时间性差异的纳税调整。 

4) 会计与税务处理不一致，即会计按权益工具核算，税收根据发行公告披露按债务处理。这时，会计上发行

费用在权益中核算，至始至终不影响损益。笔者认为发行费用系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费用，永续债若被视为企业所得

税意义上的债权投资，那么对应的发行费用可按照 15号公告进行税前扣除。但因为会计上不计入损益，故不能按

2）3）两种情况遵从会计处理，此时发行费用是一次性税前扣除还是根据可赎回条款判断债务期限分期摊销进行税

前扣除并未明确。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期待税务总局能进一步将永续债发行费用能否税前扣除、如何扣除等问题予以明确。 

作者：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经理 饶淑娟/助理经理 项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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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很多老旧房产物业面临转让尴尬的境遇：一方面，许多旧房所有人希望将旧房等投入市场，获得资金

流，而另一方面，出于对旧房转让最终收益的考量，旧房所有人又对转让旧房望而却步。作为个中缘由之一，土地

增值税成为老旧房产流转难以承受之痛。 

案例：A公司系非房地产企业，以土地出让方式获得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支出单价 5000元/m2(有合理合法

支出凭证),并在土地上建造仓库，2009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3年后因为经营业务等原因，A公司将仓库转让给

B非房地产企业，作价 20000元/ m2，2年后 B公司又将仓库作价 30000元/m2销售给 C非房地产公司，2年后，C

公司又将仓库以 40000元/m2售与 D公司，但是 B公司将仓库转让给 C公司和 C公司转让给 D公司过程中无法分离

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故无法提供转让时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凭证，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取得发票。 

依据土地增值税相关规定，旧房转让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核算首选重置成本评估法，《土地增值税实施细则》

规定：“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是指在转让已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时，由政府批准设立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

的重置成本价乘以成新度折扣率后的价格。评估价格须经当地税务机关确认”，显然，重置成本法仅适用对地上旧

房及建筑物扣除成本评估，但中国房地产存在形态是“房地合一”，土地与地上建筑物难以分割分别获得成本。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 48号）（下文称“48号

文”）第十条规定：“转让旧房的，应按房屋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家统一

规定交纳的有关费用以及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作为扣除项目金额计征土地增值税。对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未支付地

价款或不能提供已支付的地价款凭据的，不允许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依据土地增值税的规定，案例缴纳增值税的情况如下： 

 
注：以上数据全部是对单位面积的度量；同时计算过程未考虑土地开发成本及转让相关税金等因素。又因重置

成本评估法仅适用对旧房及建筑物评估，考虑到建筑物存在折旧等，故设定重置评估价递减。 

案例是典型的旧房转让缴纳土地增值税的情形，因 B公司、C公司土地与建筑物无法提供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

凭证，依据“48 号文”，地价款成本不能扣除，最终缴纳土地增值税甚至大于实际旧房转让增值额！然而，无法

提供土地成本合理合法凭证，就不扣除土地使用权成本的操作是否合理？是否违反土地增值税相关原则？笔者将结

合以上案例对此问题进行剖析。 

一、土地增值税立法原意 

理论和实务领域普遍认为土地增值税开征原则包括抑止投机行为，维护国家利益原则、保护正当创立者利益的

原则和普遍征收的原则。土地增值税开征除了抑止炒卖炒买土地投机行为之外，为保障我国土地和房产等市场的发

旧房转让地价款无凭证不可扣除——重置成本法的土地增值税之痛 





可见，即使追溯扣除 A公司最初的土地使用权支出成本，因为中国土地价格长期处于增长状态，B、C公司获

得仓库时实际负担的地价款通常要高于 A最初取得使用权时支付的地价款，故即使追溯扣除 A支付的地价款成本，

如上图，仍然有一部分增值额被重复征税。 

（2）“取得土地使用权时”理解为“B公司、C公司获得房地产‘使用权’或‘所有权’时” 

基于以上理解，旧房转让土地增值税对无凭证地价款是否可扣的现行操作简单粗暴——不可扣除！案例中也已

呈现，其不合理性显而易见，如下图： 

 

设想，若多年之后 D公司又将仓库出售给另一家企业，另一家企业又在多年之后将仓库出售给下家，以此类

推，土地市场价格早已沧海桑田，但转让此仓库允许扣除的地价成本却因为无法单独提供取得土地使用权凭证而无

法扣除，显然存在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违背税收公平原则。 

三、克服旧房转让重置成本评估法造成重复征税的建议 

鉴于旧房转让重置成本评估法存在的重复征税弊端，也基于土地增值税计征原则等考量，笔者认为：（1）旧

房转让在运用重置成本法时，应将土地使用权成本一并纳入评估范围，对“房地合一”无法分离的土地及地上建筑

物整体评估，整体评估价格作为扣除项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可使旧房转让纳税主体税收负担合理匹配，避免重复

征税；（2



 

在这个案例中，投资人认购了一款信托计划，信托计划向 A公司发放了一笔信托贷款，A公司将一幢房产抵押

给信托计划。由于信托计划没有工商登记，房产抵押登记在管理人（信托公司）名下。 

信托计划到期后，由于 A公司无法偿还信托贷款，管理人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 A公司用房产抵债，相关房产

过户到信托公司名下，并在税务机关代开了房产过户发票。此时，信托公司要将这幢抵债房产再出售给第三方，变

现后取得的相关资金来向信托计划的投资人进行兑付。此时，信托公司对于这一抵债房产处置如何纳税产生了疑

问。 

首先，法院判决相关资产抵债过户环节，本身就存在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和契税的承担问题。鉴于信

托计划本身没有工商登记，不动产如果要抵债过户，只能过户到信托公司名下。此时，对于抵债的 A公司而言，房

产过户环节会存在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而信托公司承受不动产涉及契税和印花税。鉴于信托计划违约

了，信托账户本身已经无任何资金，因此对于不动产过户环节，信托公司需要缴纳的印花税、契税，无法用信托资

金支付，只能是信托公司先用自有资金垫付，后期在不动产过户取得现金归还到信托财产中再将垫付资金收回。但

是，此时违约方 A公司不动产过户环节的税金，按税法应该是 A公司承担。如果 A公司拒不承担，导致房产无法过

户，此时，信托公司作为管理人则要和投资人去沟通，对于不动产过户环节 A公司应该承担的税金能否也先由管理

人垫付（鉴于信托贷款环节，不动产抵押都有一定的安全垫，变现后一般也有空间在垫付税金后能有可能足额向投

资人兑付，剩余资金返还融资人，信托计划结束），后期变现也从信托财产中扣除，这个就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

了。 

第二个问题，如果相关资产过户给了管理人（信托公司），再由信托公司转让给第三方，此时，不动产过户环

节涉及到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问题。对于增值税，即信托公司将抵债房产（也属于信托财产）转让给第三方时，增

值税如何缴纳呢？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 ）规定：

资管产品管理人（以下称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适

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从这一条规定来看，实际当初资管增值税政策只是考虑的是管理

人运营资管产品投资产生的收益如何缴纳增值税。但是，对于底层融资人违约，管理人取得抵债资产并处置的行

为，我们认为不属于财税〔2017〕56号中“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所以，我们认为，在

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鉴于抵债资产过户在信托公司名下，信托公司虽然代表信托计划出资这部分信托财产，在

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该由信托公司按照 9%缴纳增值税并开票给第三方，当然如果 A公司不动产过户给



信托公司环节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这部分进项税也可以从销售不动产的销项税中抵扣。当然，这部分抵债资产

的进项税也属于信托财产，信托公司是不能用自营业务的销项税抵扣的。 

后面，涉及到土地增值税、印花税问题问题应该没有争议，肯定需要缴纳，且这部分税金按照《信托法》的规

定也应该由不动产变现后的信托财产承担。 

最后，虽然抵债资产是过户到信托公司名下，但这部分资产属于信托财产，因此信托公司处置这部分资产取得

的收益，也应归属于信托计划，不属于信托公司自有财产，那这部分收益也不存在由信托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 

作者：中汇税务集团合伙人/全国技术总监 赵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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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支持稳就业、保就业，减轻当年新入职人员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阶段的税负，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出台

了相关政策，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这个好消息也是近期纳税人咨询的热点，本周的

12366热点问答，小编就为大家梳理了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的相关热点，一起来看看吧~ 

1.年度中间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费用如何计算？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

第 13号）规定：“一、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

税时，可按照 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月份数计算累计减除费用。 

…… 

四、本公告所称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是指自纳税年度首月起至新入职时，未取得工资、薪金

所得或者未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过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人。 

本公告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2.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如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

第 13号）规定：“二、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个人所

得税时，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 61号）

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 

…… 

四、本公告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3.对选择由扣缴义务人申报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应如何处理？ 

答：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是由纳税人自行在远程端采集的，纳税人可先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或“自然人电

子税务局”网页端自行更新，再通知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点击【下载更新】，下载最新的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 

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是由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采集的，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修改—— 

方法一：纳税人可填写《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提交给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点

击【修改】按钮更新信息； 

方法二：由纳税人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自行新增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再通

知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点击【下载更新】，下载最新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来源：上海税务 

 

 

行业资讯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最新知识、专项附加扣除操作热点…12366 带您一文看懂 

 



 

 

一、退休人员再任职条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退休人员再任职界定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6】52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兼职和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收入如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5】382号）所称的“退休人员再任职”，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受雇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协议），存在长期或连续的雇用与被雇用关

系； 

（二）受雇人员因事假、病假、休假等原因不能正常出勤时，仍享受固定或基本工资收入； 

（三）受雇人员与单位其他正式职工享受同等福利、社保、培训及其他待遇； 

（四）受雇人员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工作由用人单位负责组织。 

温馨提醒： 

自 2011年 5月 1日起，单位是否为离退休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再作为离退休人员再任职的界定条件。 

二、退休以后再任职如何缴税 

退休人员再任职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退休人员再任职界定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6〕526号）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7号）关于退休人员再任职条件

的，其取得的收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兼职和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收入如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

复》（国税函〔2005〕382



 

 

 



降费政策 

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 

【享受主体】 

除机关事业单位外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参保单位 

【优惠内容】 

自 2020年 2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统称省）免征中

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自 2020年 2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各省（除湖北省外）对大型企业

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自 2020年 2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 日，湖北省免征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至 2020年 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各省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确定减免企业对象，并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不增加企业事务

性负担。 

【政策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11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税总函〔2020〕33号） 

（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

通知》（人社部发〔2020〕49号） 

阶段性减免以单位方式参保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职工养老、失业、工伤保险 

【享受主体】 

以单位方式参保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优惠内容】 

自 2020年 2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免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

部分。 

【政策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11号） 

（2）《市场监管总局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

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注〔2020〕38 号） 

（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

通知》（人社部发〔2020〕49号）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2020 年可自愿暂缓缴费 

【享受主体】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优惠内容】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

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可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对 2020年未缴费月度，可于 2021年底前进

行补缴，缴费基数在 2021年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政策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0〕49号） 

二、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可享税收优惠 

延续实施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享受主体】 

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4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

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90号）中规定于 2019年 12月 31日执行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4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7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90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91

号） 

（6）《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2号） 

出租人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可按规定享受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优惠 

【享受主体】 

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屋租金的出租人 

【优惠内容】 

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出租人，可按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 

地方文件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问题一：在职职工人数在 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否仍有工商登记注册三年

内的要求？ 

答：新政策规定上年在职职工人数 30（含）以下的企业，安置比例没达到 1.5%，从今年开始 100%计算减免费

额。新政策从缴纳费款所属期为 2019 年残保金开始享受，即 2020年申报费款所属期为 2019年的残保金。 

问题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时工资总额是税前收入吗？ 

答：按照国家统计局有关文件规定口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加班加点工资、津贴、补贴以

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项目。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房费、水费、电费、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

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 

问题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残保金按年计算征缴，申报缴费期限为每年 8月 1日至 9月 30日。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保障金。征缴期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期满的次日为征缴期的最后一日；在征缴期内有

连续 3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 

问题四：2020年新成立的企业是否进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零申报”？ 

答：2020年新成立的企业不需要在 2020年征期进行残保金申报（包括零申报），2021年开始需按年进行申

报。 

8、9月企业要申报残保金，这些问题抓紧看 



问题五：残保金申报时，兼职、实习生算季节性用工吗？ 

答：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京财税〔2019〕1333号）文件规定，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

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 1年以上（含 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

数。企业临时生产经营需要招录的实习生、兼职等如果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则属于季节性用工，如果签订的是劳务

合同则不属于。 

来源：北京税务 

 

 

 

 

在纳税人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同的经营项目和销售方式，均会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税法中

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诸多条款散布于多个文件之中。为便利纳税人全面理解和掌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的规定，本文将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不同项目和销售方式进行汇总整理。详情如下： 

一、基本规定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一）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

当天。 

（二）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二、销售货物 

（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自 2011年 8月 1日起，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已将货物移送对方并暂估销售收

入入账，但既未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也未开具销售发票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销售款

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二）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三）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

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四）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



（一）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

当天。  

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

的，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二）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自 2017年 7月 1日起废止）、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三）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的，为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当天。（五）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政策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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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58号) 

五、货物代销 

1.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2.销售代销货物。企业在委托代销货物的过程中，无代销清单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 

（一）纳税人以代销方式销售货物，在收到代销清单前已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

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当天。 

（二）对于发出代销商品超过 180天仍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视同销售实现，一律征收增值税，其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销商品满 180 天的当天。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65号）  

六、货物视同销售 

（三）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

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四）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五）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六）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七）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 

（八）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纳税人发生本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至

第（八）项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七、服务视同销售 

下列情形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一）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

外。 

（二）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

象的除外。 

（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纳税人发生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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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贷款服务 



金融企业发放贷款后，自结息日起 90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自结息日起 90天后发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来源：中税答疑新媒体智库 

 

 

 

 

 

 

 

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94号 

为进一步推动给予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措施的实施，便利合规货物进口通关，海关总

署决定自 2020年 9月 10日起试点运行“特别优惠关税待遇原产地证书签发系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面向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尼日尔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东帝汶民主共和

国等 5个国家签证机构开放在线签发特惠原产地证书功能。在线签发的证书以字母“E”作为首位编号。 

二、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以下简称进口人）凭以字母“E”为首位编号的原产地证书申请享受特惠

税率的，按照海关总署 2017年第 67号公告对“已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的有关

要求填制报关单，提交原产地单证。 

三、进口人凭上述在线签发证书以外的原产地证书申请享受特惠税率的，仍按照海关总署 2017年第 67号公告

对“尚未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的有关要求填制报关单，提交原产地单证。 

特此公告。  

附件： 

海关总署关于上线运行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原产地证书签发系统有关事宜的公告.doc 

海关总署关于上线运行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原产地证书签发系统有关事宜的公告.pdf 

海关总署 

2020年 8月 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年第 3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财政

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节能 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4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2017年第 17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 17号）等有关规定，现将许可

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 335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20年第 9批）以

及经商国家税务总局同意的《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十八批）、《免征

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三十四批）予以公告。 

附件： 

1.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 335批） 

2.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20年第 9批） 

法规速递 

关于上线运行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原产地证书签发系统有关事宜

的公告

的《道路机动车

http://www.zhcta.cn/message/detail1/7175.html
http://www.zhcta.cn/message/detail1/7175.html
http://www.zhcta.cn/message/detail1/7174.html
http://www.zhcta.cn/message/detail1/7174.html


3.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十八批） 

4.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三十四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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