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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交易达成了，听说要提供发票，对方立马要求加税点，又或者开
普票是一个价，开专票就要加钱。那么开发票要加税点合法吗？

我们都知道发票是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取得的收付款凭证，
是消费者维权的重要凭据。向商家索取发票是国家支持的合法权益。但如果买家说开票可以，但是要加
税点，而且是按开票金额加10个税点，也就是说原来你买100元的商品，开票的话需要付100/（1-10%）=
111.11元，至于卖家拿不拿去交税，我们也不得而知。

我们先来看一下税务局的回复，销售商品、提供服務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
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对应当开具而未开具发票情形，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
舉報，您可以联系12366反映或在当地税务局网站留言舉報商家拒开发票。根据税局的说法，发票应该开
也必须开！这是《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加税点合法吗？

根据2023年修订的《发票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務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
开具发票。第十九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務以及从事其他
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因此，加税点才
开发票不合理！

但是日常经营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体现在合同上，就是含税价！

为什么开发票要加税点呢？

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时，应该按照规定缴纳增值税，意思就是
缴纳增值税是按业务的发生来判断，而不是按开了多少发票。所以不管你开不开票、开的专票还是普票
，只要发生实质业务，增值税都是要交的。这也是为什么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申报表中会存在“未开票
销售额”这一项的原因。但在实际征管中，采用的是以票控税，开具了发票就必须缴税，这就导致一些
小公司、不规范的公司，只有开发票才缴税，不开票不交税。因此，他们自然不希望开具发票，从而将



这部分收入藏匿起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这时，碰到购买一方想要开具发票，他们就会把要交的这部
分税金转移到购买方身上，要求加上税点。如果开票方是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处于免税限额附近，少
开具发票就可以享受免税优惠。当开具发票过多，超过了增值税的免税限额，则全部销售额不能享受免
税优惠，这可谓一大损失，因此自然要求加税点。

实际情况中还存在一个情形就是开普票可能不加税点，而开具专票就需要加税点或者相对更高一些，这
又是为什么呢？

就拿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如果月销售额低于10万元开具普票，可以享受免税政策，而如果开具专票，专
票部分需要正常缴税的，因为增值税是链条税，下游可以抵扣，上游就不能享受免税。

那么开票加多少税点合适呢？

虽然加税点不合理，但是供应商等往往会在合同中反映出来，就是我们提到的含税价。含税价是包含税
金在内的计税价格，价格由成本、利润和税金组成，税金内含于价格之中。实行价内税时，商品交易价
格即为含税价格。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目前开具普票，季度30万内是免增值税的，超过30万是1%。而企业所得税利润在300
万以内，实际税率为5%。假如利润率为50%，那么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是2.5%；如果利润率更高，税负也
会更高。所以小规模纳税人综合税负在3.5%左右，因此客户要求开发票，小规模纳税人加收3—5个点，
最多6个点就基本满足了。而一般纳税人企业实际税负要复杂一点。

我们来看个案例，甲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3%，企业所得税税率25%，购进一批货物，不含税
价款100万元，对外销售收入（含税）200万元。如果开票，供应商开票金额加收10个点的税点，需要支
付供应商100/（1-10%）=111.11万元，税点费用11.11万元，那么甲企业要不要票，哪种情形划算？

如果不要票，甲企业不含税收入为200万元/（1+13%）=176.99万元，100万的成本不能再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假设没有其他调整项，应交企业所得税为176.29*25%=44.25万元，净利润为=176.29-100-44.25=32.74
万元。

如果加税点开票，我们前面计算了采购支付价格为111.11万元，可扣除的进项税额=采购支付价格111.11/
（1+13%）*13%=12.78万元，税前可扣除成本=111.11-12.78=98.33万元，应交企业所得税为（176.99-98.33
）*25%=19.67万元,计算出净利润=176.99-98.33-19.67=58.99万元。

通过分析对比，无票采购虽然可以少支付11.11万元，但是增值税因为没有进项发票抵扣多交了12.78万元
，企业所得税因为没发票税前扣除多交了24.58万元，净利润反而减少了26.25万元。所以还是要开发票进
来才合算的。

至于加多少税点才合算？需要具体分析是看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税率是25%，还是15%，或是可以享受小型
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总结】

为了避免结算时候就这些扯皮，购销双方在早期谈判价格时应注意提前规避这种风险。采购方在日常谈
判价格时，匡算出成本后，以不含税的成本进行比价，然后再根据销售方能开具的发票加税点，确定最
终价格，签订到合同中，相对主动，可以保障自己的基本利润。销售方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在谈判价
格时没匡算好，价格定的较低（如果想享受免税或者不开专票，价格空间可以低点），结果后面客户非
要专票，价格也提不上去，那自己本身的利润就要受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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