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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劳税双轮驱动政策滴灌式精准推送（第十一期）

——生活服务业加计抵减政策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应纳税额（以下称

加计抵减 15%政策）。我们梳理了相关政策内容，供您参考

使用，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

一、政策内容

（一）享受条件

您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可以按规定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1、如果您是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

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您可以享受加计抵减 15%政策。

2、生活服务，是指为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

的各类服务活动。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

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

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

〔2016〕36 号印发）执行。

3、如果您是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

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



2

如果您是 2019 年 10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

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

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

（二）抵减规定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15%

计提当期加计抵减额。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已按照 15%计提加计抵

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应在进项税额

转出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5%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

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三）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如果您要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应按照规定向税务机关提

交加计抵减声明。

1、加计抵减声明样式

适用 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本纳税人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

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7

号）规定，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行业属于（按照销售额占比

最高的生活服务业子项勾选，只能选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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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行业行业行业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生活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生活服务业 ————————

其中：1.文化艺术业

2.体育业

3.教育

4.卫生

5.旅游业

6.娱乐业

7.餐饮业

8.住宿业

9.居民服务业

10.其他生活服务业

本纳税人用于判断是否符合加计抵减政策条件的销售额占

比计算期为 年 月至 年 月，此期间提供生

活服务销售额合计 元，全部销售额 元，占比为

%。

以上声明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我确定它是真实的、准确

的、完整的。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2、加计抵减声明的提交方式

如您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交《适

用 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加计抵

减声明的操作如下图所示：

首 先 ， 登 录 天 津 市 税 务 局 网 站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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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天津市电子税务局”进入，在电子税务局中点“登录”

进入登录主界面，常用“账号登录及 CA 登录”两种方式登

录

CACACACA登录登录登录登录

需要插入黑色的小优盘小优盘小优盘小优盘并且电脑已安装驱动程序驱动程序驱动程序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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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程序驱动程序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可以按照以下操作步骤下载，所有驱动及设备准备

就绪，可以直接输入“验证码”点“CA 验证”进行登录。

账号登录账号登录账号登录账号登录

登录主页后可以选择“账号登录”，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

“验证”即可登录。

以上方式登录后，选择““““我要办税我要办税我要办税我要办税””””然后选择““““综合信息报综合信息报综合信息报综合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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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告告告””””

在在在在““““综合信息报告综合信息报告综合信息报告综合信息报告””””中中中中选择选择选择选择““““资格信息报告资格信息报告资格信息报告资格信息报告””””，纳税人可以

根据自己实际发生选择““““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或或或或““““适适适适

用用用用 15%15%15%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注：如果企业加计抵减注：如果企业加计抵减注：如果企业加计抵减注：如果企业加计抵减 10%10%10%10%选择第选择第选择第选择第 1111 个，加计抵减享受个，加计抵减享受个，加计抵减享受个，加计抵减享受 15%15%15%15%

的选择第的选择第的选择第的选择第 2222个个个个

选择好加计声明后，可以开始填写申请，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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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相关信息，填写好后点击“下一

步”。

上传附件资料，选择企业属于的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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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

第 39 号）第七条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

告（2019 年第 14 号）第八条

（三）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

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7



9

号）

（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3 号)第一条

（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 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

报表整合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20 号）

三、申报表填写

（一）申报表填写说明

尊敬的纳税人，如果您符合加计抵减政策，请填写《增

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主表及附表四

享受该项政策，申报表填写说明如下：

1、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第 6 至 8

行

如图所示,本表第 6 至 8 行仅限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

纳税人填写，反映其加计抵减情况。其他纳税人不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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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行“合计”等 于第 6 行、第 7 行之和。各列说明如

下：

（1）第 1 列“期初余额”：填写上期期末结余的加计

抵减额。

（2）第 2 列“本期发生额”：填写按照规定本期计提

的加计抵减额。

（3）第 3 列“本期调减额”：填写按照规定本期应调

减的加计抵减额。

（4）第 4 列“本期可抵减额”：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5）第 5 列“本期实际抵减额”：反映按照规定本期

实际加计 抵减额，按以下要求填写。

若第 4 列≥0，且第 4 列<主表第 11 栏-主表第 18

栏，则第 5 列＝第 4 列；

若第 4 列≥主表第 11 栏-主表第 18 栏，则第 5 列

＝主表第 11 栏-主表第 18 栏；

若第 4 列<0，则第 5 列等于 0。

计算本列“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行和“即征即退

项 目加计抵减额计算”行时，公式中主表各栏次数据分别

取主表 “一般项目”“本月数”列、“即征即退项目”“本

月数”列对应数据。

（6）第 6 列“期末余额”：填写本期结余的加计抵减

额，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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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主表第 19 栏

如图所示，第 19 栏“应纳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按

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并应缴纳的增值税额,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的纳税人，按以下公式填写。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第 11 栏“销项额”

“一般项目”列“本月数”-第 18 栏“实际抵扣税额”“一

般项目”列“本月数”-“实际抵减额”；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第 11 栏“销项

税额”“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第 18 栏“实际抵

扣税额”“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实际抵减额”。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是指，按照规定计提加计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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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额，并可从本期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

的纳税人（下同）。“实际抵减额”是指按照规定可从本期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加计抵减额，分

别对应《附列资料（四）》第 6 行“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

计算”、第 7 行“即征即退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的“本

期实际抵减额”列。

（二）申报表填报案例

1、案例基本情况

某企业 2018 年 9 月 20 日成立，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

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在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

提供住宿服务取得销售额 980000 元，销售应税货物取得销

售额 200000 元。

案例解析案例解析案例解析案例解析：：：：2019 年 9 月 30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

该企业在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提供生活

服 务 取 得 销 售 额 占 全 部 销 售 额 比 重 =980000 ÷

（980000+200000）=83%，超过 50%，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

2、各月申报表填报

该企业 2019 年 10-12 月税务资料如下：

（1） 2019 年 10 月，销项税额 100000 元，进项税额

100000 元，则属期 10 月份申报表填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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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

主表主表主表主表 ：：：：

（2） 2019 年 11 月，销项税额 105000 元，进项税额

100000 元，则属期 11 月份申报表填报如下图所示：

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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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表：主表：主表：主表：

（3） 2019年12月，销项税额150000，进项税额100000

元，且当期发生进项税额转出 50000，则属期 12 月份申报表

填报如下图所示：

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附列资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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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表：主表：主表：主表：

四、热点问题

尊敬的纳税人，以下是纳税人关注较多的热点问题，供

您学习参考：

问题一：按照文件规定，适用 15%加计抵减政策纳税人

应提交的填报资料是什么？

答：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明确生活性

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

告 2019 年第 87 号，以下简称 87 号公告)自 2019 年 10 月 1

%E6%96%87%E5%8F%B7%E9%93%BE%E6%8E%A5%EF%BC%9A%E8%B4%A2%E6%94%BF%E9%83%A8%E3%80%81%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85%AC%E5%91%8A2019%E5%B9%B4%E7%AC%AC87%E5%8F%B7
%E6%96%87%E5%8F%B7%E9%93%BE%E6%8E%A5%EF%BC%9A%E8%B4%A2%E6%94%BF%E9%83%A8%E3%80%81%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85%AC%E5%91%8A2019%E5%B9%B4%E7%AC%AC87%E5%8F%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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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符合条件的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可以适用 15%加计抵

减政策。按照纳税人自主判断、自主申报、自主享受的原则，

本公告明确，符合 87 号公告规定的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应在本年首次适用 15%加计抵减政策时，向税务机关提交《适

用 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其他仍适用 10%加计抵减政

策的纳税人，继续按照现行规定适用政策。

问题二：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四项服务

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如果

纳税人享受差额计税政策，纳税人应该以差额前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参与计算，还是以差额后的销售额参与计算？

答：应按照差额后的销售额参与计算。例如，某纳税人

提供服务，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差额计税政策，以差额后的销

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该纳税人在计算销售额占比时，货物

销售额为 2 万元，提供四项服务差额前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共 20 万元，差额后的销售额为 4 万元。则应按照 4/（2+4）

来进行计算占比。因该纳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

的比重超过 50%，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问题三：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四项服务

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请问

这里 50%含不含本数？

答：这里的“比重超过 50%”不含本数。也就是说，四

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小于或者正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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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0%的纳税人，不属于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不能

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问题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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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

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纳税人在计算销售额占比时，

是否应剔除免税销售额？

答：在计算销售占比时，不需要剔除免税销售额。一般

纳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按照

39 号公告规定，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问题五：2019 年 4 月 1 日后，纳税人为享受加计抵减政

策，在生产、生活性服务业计算四项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

额的比重时，是否应包括稽查查补销售额或纳税评估调整销

售额？

答：39 号公告规定，一般纳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占全部

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在计算

四项服务销售占比时，销售额中包括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

销售额、纳税评估销售额。

问题六：可以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一般纳税人，在

计算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时，是否应包括简易计税方法的销

售额？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一般纳税人四项

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可以适用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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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减政策。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和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的规

定，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销售额和按照简易计税

方法计税的销售额。因此，在计算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时，

纳税人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销售额应包括在内。

问题七：假设某公司 2019 年已适用加计抵减政策，但

由于 2019 年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未达标，2020 年不再享受

加计抵减政策。请问，该公司 2019 年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

进项税额在2020年发生进项税额转出时，需要纳税人在2020

年继续核算加计抵减额的变动情况吗？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规定，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

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额，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因此在政策到期前，纳税人应核算加计抵减额的变动情况。

该例中，如果纳税人2019年有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可以在2020

年继续抵减；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在 2020 年发生

进项税额转出时，应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问题八：《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

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提到，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

抵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请问补

提时是逐月调整申报表，还是一次性在当期计提？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政策的公告》第七条规定，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



19

计抵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为简

化核算，纳税人应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当期一次性将

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一并计提，不再调整以前的申

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