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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增值税法

2019《税法》高频考点：增值税征税范围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9年《税法》高频考点：增值税征税范围。本考点属于《税法》第

二章增值税法第一节征税范围与纳税义务人的内容。

【内容导航】：

1.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

2.征税范围的特殊规定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本考点通常是客观题的命题点。

【高频考点】：增值税征税范围

（一）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

1.销售或进口的货物。

2.销售劳务，指纳税人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3.销售服务，包括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

务、生活服务。

4.销售无形资产。

5.销售不动产。

（二）征税范围的特殊规定

1.属于征税范围的特殊项目，此处列举其中几点。

（1）航空运输企业已售票但未提供航空运输服务取得的逾期票证收入，按照航空运输

服务征收增值税。

（2）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3）存款利息不征收增值税。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增值税征税范围 ★★★

考点二 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的计算 ★★★

考点三 简易计税方法 ★★

考点四 增值税税收优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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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不征收增值税。

（5）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征

收增值税。

2.属于征税范围的特殊行为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

（1）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2）销售代销货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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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机构

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4）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5）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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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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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销售应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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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2019《税法》高频考点：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的计算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9年《税法》高频考点：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的

计算。本考点属于《税法》第二章增值税法第五节一般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的计算

【内容导航】：

1.销项税额

2.进项税额

3.应纳税额的计算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全面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内容考试可以以各种形式考查，非常重要。

【高频考点】：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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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销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时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价外费用，

是指价外收取的各种性质的收费，但下列项目不包括在内：

①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②符合条件的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③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代委托方收取的款项；

④销售货物的同时代办保险等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以及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

缴纳的车辆购置税、车辆牌照费。

2.特殊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1）以折扣方式销售货物

三种折扣：

①折扣销售（会计称之为商业折扣）：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的，可以按

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

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②销售折扣（会计称之为现金折扣）：销售折扣不能从销售额中扣除。

③销售折让：销售折让可以从销售额中扣除。

（2）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

以旧换新销售，是纳税人在销售自己的货物时，有偿收回旧货物的行为。

税法规定：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的（金银首饰除外），应按新货物的同期

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

（3）还本销售

还本销售是指纳税人在销售货物后，到一定期限由销售方一次或分次退还给购货方全部

或部分价款。

税法规定：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还本支出，以新产品的市场售价作为计税依据。

（4）以物易物

税法规定：双方都应作购销处理。以各自发出的货物核算销售额并计算销项税额，如果

取得专用发票，则可以抵扣进项税。

（5）包装物押金

①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单独记账核算的，时间在 1年内，

又未过期的，不并入销售额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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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收取的包装物押金，逾期（超过 12个月）并入销售额征税。

应纳增值税＝逾期押金÷（1＋税率）×税率（税率为所包装货物的适用税率）

押金视为含增值税收入并入销售额征税时要换算为不含税销售额。

③对酒类产品包装物押金：

对销售除啤酒、黄酒外的其他酒类产品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

何核算，均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啤酒、黄酒押金按是否逾期处理。

【链接】消费税中，对销售除啤酒、黄酒外的其他酒类产品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是

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收消费税。啤酒、黄酒因其从量征收消

费税，包装物押金逾期不计算消费税。

（6）销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纳税人 销售情形 税务处理 计税公式

一般纳税人

200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购进

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未抵扣

进项税额）

按简易办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售价÷（1＋3%）×2%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

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

的固定资产

按正常销售货

物适用税率征

收增值税

【提示】该固定

资产的进项税

额在购进当期

已抵扣

增值税＝售价÷（1＋税率）×

税率【注意】对于纳税人发生

的固定资产视同销售行为，对

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无法确定

销售额的，以固定资产净值为

销售额

小规模纳税人

（除其他个人

外）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减按 2%征收率

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售价÷（1＋3%）×2%

“营改增”后

认定的一般纳

税人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本地区试

点实施之日以后购进或自制

的规定资产

按照适用税率

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售价÷（1＋税率）×

税率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本地区试

点实施之日以前购进或自制

依 3%征收率减

按 2%征收增值
增值税＝售价÷（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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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资产 税

（7）视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销售额的确定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的情形，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或者发生应税销售行

为而无销售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下列顺序核定销售额。注意这里是有顺序的，做题时

不是所有都适用组价的，一定要按照顺序来选择价格。

①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②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③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销售额。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

征收增值税的货物，同时又征收消费税的，其组价中还应加上消费税税额，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消费税税额

或：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消费税税率）

对于不涉及从价计征消费税的货物来说，成本利润率一律为 10%。

3．以下项目属于按差额确定销售额：

服务 销售额 具体规定

金融商品转让

差额

销售额＝卖出价－买入价

负差不能转入下年

经纪代理服务 扣除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

或行政事业收费

航空运输企业 销售额不包括代收的机场建设费和代收其他

企业客票代收转付的价款

客运场站服务 扣除支付给承运方的运费

旅游服务 扣除向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他人的住宿费、

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和其他接

团企业旅游费

房企一般纳税人销售

房地产（选择简易计税

老项目除外）

扣除受让土地时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

（二）进项税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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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予抵扣的进项税

（1）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2）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自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境内的不动产，从税务机关

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4）购进农产品，按下列规定抵扣进项税额

①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

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0%的扣除

率计算的进项税额，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②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

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从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

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0%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③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

变，即 12%。

④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⑤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部分鲜活肉蛋而取得的普

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⑥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6%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

他货物服务的，应当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6%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的农产

品进项税额。未分别核算的，统一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

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0%的扣除率

计算进项税额。

（5）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

用途 方法 抵扣计算

继续生产

投入产出

法

可抵进项＝耗用数量×购买单价×扣除率/（1＋扣除率）

耗用数量＝销售数量×单耗数量

成本法 可抵进项＝主营业务成本×农产品耗用率×扣除率/（1＋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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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耗用率＝上年投入生产的农产品外购金额/上年生产成本

参照法 新纳税人参照同类单耗数量或耗用率计算

直接销售 可抵进项＝销售农产品数量/（1－损耗率）×平均购买单价×10%/（1＋10%）

生产经营不

构成货物实

体

可抵进项＝耗用农产品数量×平均购买单价×13%/（1＋10%）

（6）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办法

①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 2016年 5 月 1

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应自取得之日起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

抵扣比例为 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 40%。

融资租入的不动产以及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其进项税额不适用上述

分 2 年抵扣的规定。

②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改变用途，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

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

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已抵扣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

③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

按照下列公式在改变用途的次月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7）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抵扣规定

高速公路通行费可抵扣进项税额＝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金额÷（1＋3%）×3%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可抵扣进项税额＝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

行费发票上注明的金额÷（1＋5%）×5%

2.不得抵扣的进项税

注意：A:（1）用于简易计税方法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购进

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2）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其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3）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理

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4）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以及该不动产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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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在建工程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纳税人

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6）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

（7）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付的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费、手续

费、咨询费等费用，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8）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

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

售额＋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三）应纳税额的计算

1.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不适用本办法。

（1）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

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

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向

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2）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

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

报纳税。

（3）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选择适用一

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以取得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 5%的
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4）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自建的不动产，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

税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

税机关申报纳税。

（5）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

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

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6）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5 月 1 日后自建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以取得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

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

税。

（7）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取得的不动产，除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外，按照以下规定

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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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

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

额。

②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除其他个人之外的小规模纳税人，应按照本条规定的计税方法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

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其他个人按照本条规定的计税方法向

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纳税。

（8）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按照以下规定缴纳增值税：

①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按照有关规定全额缴纳增值税的（见本章第九节的有关规定），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②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按照有关规定差额缴纳增值税的（见本章第九节的有关规

定），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购买住房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

率计算应纳税额。

个体工商户应按照本条规定的计税方法向住房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

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其他个人应按照本条规定的计税方法向住房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

报纳税。

③其他个人以外的纳税人转让其取得的不动产，区分以下情形计算应向不动产所在地主

管地税机关预缴的税款：（1）以转让不动产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作为预缴税款计算

依据的，计算公式为：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④以转让不动产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

作价后的余额作为预缴税款计算依据的，计算公式为：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1+5%）×5%

2.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应按照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的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和计税方法，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

关申报纳税。

（一）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以下规定预缴税款：

（1）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 2%的预征率计算应预缴税款。

（2）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

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 3%的征收率计算应预缴税款。

（3）小规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

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 3%的征收率计算应预缴税款。

（二）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预缴税款：

（1）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

÷（1+10%）×2%



http://www.chinaacc.com/

中华会计网校 会计人的网上家园 咨询电话 010-82318888
10

（2）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

÷（1+3%）×3%

纳税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负数的，可结转下次预

缴税款时继续扣除。纳税人应按照工程项目分别计算应预缴税款，分别预缴。

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10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

3.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纳税人提供道路通行服务不适用本办法。

（一）一般纳税人出租不动产，按照以下规定缴纳增值税：

（1）一般纳税人出租其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区）的，纳税人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向不

动产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在同一县（市、区）的，纳税人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

申报纳税。

（2）一般纳税人出租其 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区）的，纳税人应按照 3％的预征率向不

动产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在同一县（市、区）的，纳税人应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

关申报纳税。

一般纳税人出租其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按照上

述规定执行。

（二）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不动产，按照以下规定缴纳增值税：

（1）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出租不动产（不含个体工商户出租住房），按照 5%的征收率

计算应纳税额。个体工商户出租住房，按照 5%的征收率减按 1.5%计算应纳税额。

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区）的，纳税人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向不

动产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在同一县（市、区）的，纳税人应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

关申报纳税。

（2）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不含住房），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向不动产

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纳税。其他个人出租住房，按照 5%的征收率减按 1.5%计算应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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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纳税。

（三）预缴税款的计算

（1）纳税人出租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预缴税款：

应预缴税款＝含税销售额÷（1+10%）×3%

（2）纳税人出租不动产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除个人出租住房外，按照以下公式

计算应预缴税款：应预缴税款＝含税销售额÷（1+5%）×5%

（3）个体工商户出租住房，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预缴税款：

应预缴税款＝含税销售额÷（1+5%）×1.5%

（4）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纳税款：

①出租住房：应纳税款＝含税销售额÷（1+5%）×1.5%

②出租非住房：应纳税款＝含税销售额÷（1+5%）×5%

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10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

4.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的增值税处理

1.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与其机构

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的，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出租其 2016年 5月 1日后自行开发的与机构所在地

不在同一县（市）的房地产项目，应按照 3%预征率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2.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按照 5%的征收率

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与其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的，应

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2019《税法》高频考点：简易计税方法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9年《税法》高频考点：简易计税方法。本考点属于《税法》第二

章增值税法第四节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的内容。

【内容导航】：

简易方法计税

【考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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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本考点通常是客观题的命题点，有时也会在主观题中考查。

【高频考点】：简易计税方法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简易计税方法的公式是：

当期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售额（不含增值税）×征收率

一般纳税人发生特定的应税销售行为，也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但是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其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1）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自产电力。

（2）自产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料。

（3）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连续生产的砖、瓦、石灰（不含黏土实心

砖、瓦）。

（4）自己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

制品。

（5）自产的自来水。

（6）自来水公司销售自来水。

（7）自产的商品混凝土（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

（8）单采血浆站销售非临床用人体血液。

（9）寄售商店代销寄售物品（包括居民个人寄售的物品在内）；

（10）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

（11）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

（1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

轨、出租车、长途客运、班车。

班车，是指按固定路线、固定时间运营并在固定站点停靠的运送旅客的陆路运输服务。

（13）经认定的动漫企业为开发动漫产品提供的动漫脚本编撰、形象设计、背景设计、

动画设计、分镜、动画制作、摄制、描线、上色、画面合成、配音、配乐、音效合成、剪辑、

字幕制作、压缩转码(面向网络动漫、手机动漫格式适配)服务，以及在境内转让动漫版权(包
括动漫品牌、形象或者内容的授权及再授权)。

（14）电影放映服务、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收派服务和文化体育服务。

（15）以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取得的有形动产为标的物提供的经营租赁服务。

（16）在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的有形动产租赁合同。

（17）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

（18）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

（19）销售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不动产。

（20）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

（21）出租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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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

（23）一般纳税人收取试点前开工的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

（24）一般纳税人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25）一般纳税人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签订的不动产融资租赁合同，或以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不动产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

（26）纳税人转让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27）一般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

（28）一般纳税人销售电梯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其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

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电梯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按照“其他现代服

务”缴纳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发生规定的应税销售行为，一经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36 个月内不

得变更。

2019《税法》高频考点：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9年《税法》高频考点：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本考点属于《税法》

第二章增值税法第九节税收优惠的内容。

【内容导航】：

1.《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免税项目

2.“营改增通知”及有关部门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通常是客观题的命题点，有时也会在主观题中考查。

【高频考点】：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1.《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免税项目

（1）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

（2）避孕药品和用具。

（3）古旧图书。

（4）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

（5）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6）由残疾人的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

（7）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2.“营改增通知”及有关部门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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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转让著作权。

（2）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

（3）个人销售自建自用住房。

（4）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5）个人将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 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

人将购买 2年以上（含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上述政策适用于北京市、上

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之外的地区。

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含 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

款后的差额按照 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含 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

销售的，免征增值税。上述政策仅适用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

上面的优惠政策并不全，这里只是给大家挑出了比较重要的内容，剩下的税收优惠可以

参照教材熟悉一下。

查看更多注会考试政策，请进入中华会计网校注册会计师考试栏目进行查看>>

扫码获得更多注会备考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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