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当：宋强·平出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需要的凭证及抵扣期限 

    中国的「增值税」是一种以商品买卖、租赁以及劳务为征收对象的流转税。已通过税务机关认定

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在开展增值税业务时，从交易对方取得作为进项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方是普通

消费者或小规模纳税人的开具普通发票），然后从相应的征税对象的销项税中再减掉购买时支付的进

项税额，这样即可得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这种方式与采用「实际发生记账方式」的日本的「消费税」有所不同，中国的「增值税」是采用

「发票方式」，为了从销项税中抵扣进项税，首先需要在取得进项税抵扣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

后，按照规定期限进行「认证」，并于认证次月的申报期内申报抵扣进项税。 

 

1. 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凭证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3〕106 号）附件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把增值税抵扣凭证归为 4 类，

即「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 

凭证种类 内容

增值税专用发票
从货物销售方、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提供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包括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系统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
明的增值税额，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需通过认证通过后方能抵扣。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在进口货物办理报关进口手续时，纳税人向海关申报缴纳进口增值税并从海关取
得完税证明即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需经税务机关稽核比对相符后，其增值税额方能作为进项税额在销项税额中
抵扣。

农产品收购发票
农产品销售发票

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票或者海关专缴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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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

通用税收缴款凭证
接受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应税服务，从税务机关或者境内代理人取得的解缴
税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按上述内容取得的发票中有不符合发票管理规定的（例如：公司名称有误），或不属于公司应税 



销项直接对应的进项时（如：职工福利或个人消费目的的商品购入），不能作为进项税进行抵扣。 

    后者在日本作为消费税，当「应税收入比例」高于一定比例时，无需区分是否属于对应应税收入

的应税支出都可以抵扣，而中国的增值税则有明确的区分，与「应税收入」无关的「应税支出」其税

额不能作为抵扣对象进行抵扣。 

 

2、增值税抵扣凭证的认证及抵扣申报期限 

在《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17 号和《关于实行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3

年第 31 号的规定中，对于上述 4 种凭证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有认证及

申报抵扣的期限规定，对其他 2 种凭证尚无认证及申报抵扣的期限规定。 

凭证种类 内容

增值税专用发票

目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
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
务机关办理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纳税人进口货物取得的属于增值税扣税范围的海关缴款书，自开具
之日起180天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
（电子数据），申请稽核比对，逾期未申请的其进项税额不予抵扣

     

以前的认证方法是将取得的增值税抵扣凭证提交到税务机关，并在系统上进行认证，现在多采用 

公司自行在网上登录系统的方式进行认证。 

另外，如果认证次月未做进项税抵扣的申报，则进项税抵扣将不被认可。但尽管认证次月的销项

税金额小于进项税时也做了抵扣申报的情况下，以后各月便可以进行抵扣，因此请各企业按照规定及

时进行认证及抵扣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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