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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6号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大
决策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2022年第15号）的规定，
现就将有关征管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的，
应按规定开具免税普通发票。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应开具征收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2



2年3月31日前，已按3%或者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
、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
红字发票；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红字发
票，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
超过15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45万元，
下同）的，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或者“未
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次。

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
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其他免税
销售额”栏次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对应栏次。

四、此前已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的通知》（财税〔2018〕33号）第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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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4号）第五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2020年第9号）第六条规定转登记的纳税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增值税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18
号）相关规定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核算、截至
2022年3月31日的余额，在2022年度可分别计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投资资产、存货等相关科目，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税前
扣除，对此前已税前扣除的折旧、摊销不再调整；对无法划分的部分
，在2022年度可一次性在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五、已经使用金税盘、税控盘等税控专用设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小规
模纳税人，可以继续使用现有设备开具发票，也可以自愿向税务机关
免费换领税务ukey开具发票。

六、本公告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3月24日

海润解读：

一图看懂我们怎么缴税

上海税务解读：

解读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管问题的公告
》的解读

2022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对小规模纳税
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3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发《财政部税
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2022年第15
号），为确保相关政策顺利实施，税务总局制发本公告，就相关征管
问题进行了明确。

一、小规模纳税人取得的适用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是否均可以享受免
税政策？

答：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是否适用免税政
策，应根据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进行判断，
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22年4
月1日至12月31日的，方可适用免税政策，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22
年3月31日前的，则应按照此前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二、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享受免税政策后
，应如何开具发票？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发
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据此，
本公告条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
入享受免税政策的，可以开具免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

三、小规模纳税人是否可以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可以
开具，应按照什么征收率开具专用发票？

答：按照本公告条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应
税销售收入，可以选择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纳税人
选择放弃免税、对部分或者全部应税销售收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应当开具征收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

四、小规模纳税人在2022年3月底前已经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如发生销
售折让、中止、退回或开票有误等情形，应当如何处理？

答：本公告第二条明确，小规模纳税人在2022年3月底前已经开具增值
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中止、退回或开票有误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
发票的，应按照原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即：如果之前按3%征收率开
具了增值税发票，则应按照3%的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如果之前按1
%征收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则应按照1%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纳税
人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发票的，在开具红字发票后，重新开具正确
的蓝字发票。

五、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次免税政策，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
当如何填写相关免税栏次？

答：本公告第三条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
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5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
售额未超过45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
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小微企业免
税销售额”或者“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次，如果没有其他免税



项目，则无需填报《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
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及《
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对应栏次。

上述月销售额是否超过15万元，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
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1年第5号）条和第二条确定。

六、2018年至2020年办理过转登记的纳税人，其转登记前尚未抵扣的
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留抵税额按规定计入了“应交税费——
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此部分进项税额可否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应
如何处理？

答：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出台了转登记政策，转登记纳税人尚
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期末留抵税额按规定需计
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用于对其一般纳税人期间发生
的销售折让、退回等涉税事项产生的应纳税额进行追溯调整。目前，
转登记政策已执行到期，对该科目核算的相关税额应如何处理，本公
告第四条明确规定，因转登记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科目核算、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余额，在2022年度可分别计入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投资资产、存货等相关科目，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或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对此前已税前扣除的折旧、摊销不再调整；对
无法划分的部分，在2022年度可一次性在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税
前扣除。

海润观点：

这次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减税是继疫情以来3%降为1%的第二次降税。
也是力度大的一次降税，直接免掉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

昨天在共同富裕中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国家现在是间接税很完善，直
接税相对松散。这次的税务调整，也是间接税调整。但同时，我们企
业的直接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会相应趋紧。国家现在面临的
诸多问题



：国际政治不确定性

第二：新冠疫情的冲击

第三：EW战争的影响

第三：国内经济也面临几个问题：

1、互联网寡头企业垄断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

2、房地产企业无需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3、银行过高的存贷差造成的资金成本叠加问题

在这种内外环境如此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我们企业和个人和国家站在
一起，为了我们更好的发展而尽一份力。

国家给了企业好的政策，企业要怎么用呢？

1、以前没有开票或者少开票的企业，可以借机规范起来。完善好公
司的账务。为后面企业进行贷款、再融资、上市等做好铺垫。

2、有些企业是一般纳税人，没有享受到增值税的福利，那么可以借
着政策设立几个子公司，把不用专票的业务分散到小规模纳税人这边
开票。

3、小规模纳税人控制好一年的应收，做分散处理。

海润商投（深圳）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于2016年，从深圳前海自贸区招
商起步，以“诚信可靠，服务先行”为理念，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优质
服务。历经多年经验积累，为累计超过3000+的企业含大型境内外上
市公司、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务，获得了客户



极大的信任与支持。

公司以工商财务代理为基础，开展业务扩大为工商服务，财税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资质审批服务，纳税筹划等一站式企业服务。

的事交给的人：

我们专门注重于研究团队深入了解各城市、各区域工商、税务、外管
等出台的法规、规定、通知等，熟稔掌握办事流程、要求。并由的客
户经理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需求、准备文件，可快速、高效地完成
服务。

我们用心做企业

“诚信可靠，服务先行”是海润商投一直来奉行的经营理念。目前海
润商投凭借的知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
赖，使得自己的业务增长主要来源于老客户的介绍。通过海润商投的
帮助，客户们更迅速的完成商业布局，规范财务工作，提高财务部门
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管理能力，提高了企业对于资金的
运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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