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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 

国办函〔2019〕8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深刻转变政府职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积极成效。其中，北京市、上海市聚焦市场

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对标国际先进，推出大量改革举措，形成了一批典型经验做法。经国务院

同意，现就在全国复制推广借鉴京沪两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全国复制推广借鉴改革举措的主要内容 

 

（一）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改革举措。 

主要包括：实行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压缩企业设立登记时间，全面推广电子营业执照，

优化印章刻制服务，实行社保用工登记“二合一”；实行客户用电线上报装；提供不动产登记、

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服务，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和现场自助查询服务；

纳税“最多跑一次”；推广应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公开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口岸通关提前

申报；建立“基本解决执行难”联动机制等 13 项改革举措。 

（二）供全国借鉴的改革举措。 

主要包括：提供企业档案“容 e 查”服务；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分级管理，实行数字化

联合审图，推行工程招投标交易全过程电子化，实行施工许可证全程网上办；提供低压小微企业

接电“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提供客户接电移动作业终端实时响应服务，实行接电工程双

经理负责制；推行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地籍管理信息互联互通，实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协同互认，

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权籍测绘投诉机制及土地纠纷相关信息公开制度；住房公积金缴存业

务全程网上办、“通缴通取”，实行纳税人线上“一表申请”、“一键报税”；实行通关全流程

电子化，推行海关内部核批“一步作业”，推行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实行口岸分类验放，

实行跨境贸易大数据监管，优化关税征管全流程服务，同步通关和物流作业；推行法院网上立案

与司法数据常态化公开，推行全流程网络化办案，构建诉讼服务平台等 23 项改革举措。 

 

二、高度重视复制推广借鉴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复制推广借鉴京沪两

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的重大意义，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着力推动制度创新，以简

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以改革推动降低涉企收费，下硬功夫打造

好发展软环境，持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

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释放改革红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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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实做好组织实施 

 

各地区要主动对标先进，相互学习借鉴，将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纳入

本地区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复制推广借鉴工作顺利推进。国务院各有

关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积极协调、指导推进复制推广借鉴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

委要加强跟踪督促，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进一步改善全国营商环境。复制推广借鉴工作

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务院。 

附件：在全国复制推广借鉴的京沪两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清单 

  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9 月 3 日 

附件 

在全国复制推广借鉴的京沪两地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清单 

 

一、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改革举措（13 项） 

 

序号 改革举措 主要做法 

（一）开办企业（5 项） 

  责任单位：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民银行、税

务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1 实行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 
开办企业申领营业执照、刻制印章、申领发票、用工信息登记、

银行预约开户全流程在线申报。 

2 压缩企业设立登记时间 

通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经营范围规范化、系统智能审批，推

行标准化、智能化、自动化的全程电子化登记，确保企业设立

登记 2 个工作日内办结。 

3 全面推广电子营业执照 
不需领取法人一证通等 CA 证书，凭电子营业执照即可办理后续

税务、社保、公积金、银行开户等开办企业事项。 

4 优化印章刻制服务 

依托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等，通过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刻制公

章环节与申请营业执照合并办理，实现企业在登记环节可自主

选择公章制作单位。 

5 
实行社保用工登记“二合

一” 

将原用工登记和社保登记 2 个环节合并为就业参保登记 1 个环

节，企业可网上一步办结。 

（二）获得电力（1 项） 

  责任单位：国家能源局牵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电网企业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6 实行客户用电线上报装 

使用手机 APP 在线申报，提供用电报装“不见面”服务，客户

线上提交用电申请、查询业务办理进程、评价服务质量，无需

往返供电营业厅，客户报装在线化、定制化、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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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记财产（2 项） 

  责任单位：自然资源部牵头，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

负责 

7 

提供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

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

服务 

整合房屋交易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和不动产登记部门窗口，因

地制宜设立“一窗式”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受理各项业务所需

资料，并同时提交相关部门并行办理，当事人在综合服务窗口

即可完成不动产登记、交易、缴税等业务。 

8 
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

查询和现场自助查询服务 

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服务，公众、机构注册并实名认

证后，通过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系统进行查询。提供不动产登

记信息现场自助查询服务，在不动产登记受理大厅安放自助查

询设备，权利人可以查询自己名下的所有不动产登记资料，其

他人可以根据不动产坐落查阅用途、面积、抵押情况、限制信

息和地籍图等登记资料。 

（四）缴纳税费（1 项） 

  责任单位：财政部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

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9 纳税“最多跑一次” 
制定“最多跑一次”办税事项清单，发布办税指南和标准化材

料清单，实现纳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五）跨境贸易（3 项） 

  责任单位：海关总署牵头，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10 
推广应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 

海关、交通运输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单一窗口”、港口电子

数据交换中心等信息平台向进出口企业、口岸作业场站推送查

验通知，增强通关时效的可预期性。 

11 公开口岸收费目录清单 公开口岸收费目录清单，规定清单之外不得收费。 

12 口岸通关提前申报 

建立提前申报容错机制，实行“提前申报”和“通关+物流并联

作业”，在舱单传输后、货物抵达港区前，企业即可向海关办

理进出口申报手续，货物运抵后依据风险分析实施快速验放，

前推通关作业环节，缩短货物通关时间。海关对提前申报引起

的进口日期修改，以及由于装运、配载等原因造成货物变更运

输工具的，不予记录报关差错。 

（六）执行合同（1 项） 

  责任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司法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13 
建立“基本解决执行难”联

动机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发展改革、公安、司法行政、税务、

市场监管、房管等单位集中签署执行联动合作协议。各单位对

被执行人财产实行网络联动查控，覆盖房产、存款、车辆、证

券、工商登记等财产信息；联动采取信用监督惩戒措施，在购

买不动产、土地招拍挂、矿产资源开发、担任公职及公司高管，

以及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投资、招投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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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信被执行人实行限制。 

 

二、供全国借鉴的改革举措（23 项） 

 

序号 改革举措 主要做法 

（一）开办企业（1 项） 

  责任单位：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

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1 
提供企业档案“容 e 查”

服务 

为企业提供带有签章和防伪水印的电子档案查询、拷贝服务，“一

次拷贝，终生使用”，提升企业档案查询的实效性和便利度。 

（二）办理建筑许可（4 项） 

  责任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

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2 
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分

级管理 

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对不涉及有毒、有害及危险品的仓

储、物流配送项目等一批基本不产生生态环境影响的项目，统一

不再纳入环评管理。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和基层生态环境部门承

接能力，优化省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环评审批权限，做到有收

有放、放管结合。 

3 实行数字化联合审图 
实行施工图审查无纸化申报和网上审查，实现多图联审全过程数

字化。 

4 
推行工程招投标交易全过

程电子化 

推行招投标全过程无纸化在线电子交易和电子化监管，全程网上

受理、网上审批、网上办结。 

5 
实行施工许可证全程网上

办 

实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网上申报、限时审批、网上发证，申请

人全程网上办理。 

（三）获得电力（3 项） 

  责任单位：国家能源局牵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电网企业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6 

提供低压小微企业接电

“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

服务 

提供低压小微企业接电“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压缩小微

企业获得电力报装时间、环节及成本，前置到申请环节在线完成

合同签订。将电网接入工程中的规划许可、绿化许可、掘路许可

等审批环节从串联前置审批改为并联同步操作，取消低压小微企

业用户外部接电工程费用。 

7 
提供客户接电移动作业终

端实时响应服务 

创新勘察设计移动作业终端，实时响应客户接电需求，整合典型

设计、配网资源、地理信息等大数据。应用基于 GIS 系统的移动

作业终端，精准定位用户，自动搜索电源，推行典型设计。通过

GPS 定位作业现场，实现电网资源数据与客户需求互联互通，压

减现场勘察时间。 

8 实行接电工程双经理负责 客户经理负责项目整体协调推进，项目经理负责外线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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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实现“受理业务、施工准备、工程实施、计划排定”责任到人。 

（四）登记财产（3 项） 

  责任单位：自然资源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9 
推行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地

籍管理信息互联互通 

建立省级层面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和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以不

动产登记单元号作为唯一关联码，实现不动产登记“带图作业”，

登记信息和地籍管理信息融合互通。平台同时实现网上申请、登

记办理、网上查询、信息共享等多种功能。 

10 
实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

协同互认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协同互认。

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获取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需要的数据，不再

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 

11 

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和土

地权籍测绘投诉机制及土

地纠纷相关信息公开制度 

设立投诉热线，专门负责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测绘调查的投诉处

理。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高级人民法院网站设立“土地权属争

议调查处理统计查询”和“法院涉及土地纠纷案件统计查询”栏

目，向社会公开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在“法院审

判信息网”同步公开涉及土地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及数据。 

（五）缴纳税费（2 项） 

  责任单位：财政部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

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12 
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全程

网上办、“通缴通取” 

推行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单位信息变更、缴存业务全程网

上办；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通缴通取”，缴存单位和缴存人可

就近自行办理业务。 

13 
实行纳税人线上“一表申

请”、“一键报税” 

打造电子税务局，探索“财税一体化”，实现企业财务报表与税

务申报表数据自动转换，逐步扩大“一键报税”范围。符合条件

的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上申请发票配送，选择提货方式、配送地

址、配送公司、申领份数，税务部门提供发票配送上门服务。 

（六）跨境贸易（7 项） 

  责任单位：海关总署牵头，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14 实行通关全流程电子化 
实行进口许可证件申领和通关作业无纸化，减少进出口环节验核

的监管证件，全面推广电子报关委托，实现网上申报、自助打印。 

15 
推行海关内部核批“一步

作业” 

简化和下放部分海关内部核批作业，“两步作业”减为“一步作

业”。如报关单修撤、直接退运、暂时进出口货物及延期、特殊

通道申报等，在通关现场完成核批，职能管理部门开展后续核查、

不再事中干预。 

16 
推行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

纸化 

按照先易后难原则选取企业进行双轨制试点，在保留使用现行纸

质单证的同时，通过上海水运口岸国际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

系统平台，实现信息电子化传递。出口集装箱进港无需向港区码

头提交纸质集装箱装箱单，凭电子装箱单信息即可完成出口集装

箱进港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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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实行口岸分类验放 

在监管场所联网基础上，对进口汽车零部件直接采信 CCC 认证结

果；对进口矿产品先放行后检测；对鲜活农产品实施绿色通道即

到即查，合格的快速放行；对符合条件商品的木质包装实施优先

检疫、集中监管等便利措施，优化监管流程。 

18 实行跨境贸易大数据监管 

开发应用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采集贸易链、供应链、物流

链、金融链、政务链的全程数据，与上海大数据中心、中国（上

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航运企业、海空港口、生产经营企

业等进行对接，实行信息共享互用、联网核验。 

19 优化关税征管全流程服务 

为企业提供归类先例、税收要素预裁定等服务；推广关税保证保

险和企业自助打印出口原产地证书、税单等凭证；推动属地纳税

人管理制度落地，打造企业可选择、结果可预期的纳税模式。 

20 同步通关和物流作业 建立集装箱“通关+物流”应用系统，同步进行通关和物流作业。 

（七）执行合同（3 项） 

  责任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司法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21 
推行法院网上立案与司法

数据常态化公开 

对买卖合同、金融借款合同、委托合同等商事案件开通网上直接

立案。当事人申请网上立案符合立案条件的，人民法院即予以登

记立案，并在线生成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发送给原告，原告可以

不再另行提交纸质诉状。高级人民法院在门户网站设立常态化司

法公开平台，向社会动态公开辖区内三级法院商事案件平均审理

天数、结案率等信息。设立诉讼服务平台或热线，向当事人公开

单一案件受理、缴费、开庭日期等案件进展信息。 

22 推行全流程网络化办案 

高级人民法院探索统筹建设网络办案系统，实行当事人诉讼和法

院审判全流程网上办理，将规定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所涉诉讼流程

全部纳入数据化办理平台，同时在网上平台设立“数字卷宗”，

当事人提交的和法院办案中产生的材料全部自动归集、自动归

档。 

23 构建诉讼服务平台 

高级人民法院牵头，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建设供律师使用的诉讼

平台。平台主要服务功能包括：网上立案、案件查询、文书送达、

材料提交、开庭提醒、联系法官、卷宗借阅、找法问案、网上交

费、证据交换等；提供立案流程指引、网上立案、诉讼费计算、

诉讼费用缴纳、文书样式查询、个案查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

询、司法拍卖、在线调解等诉讼服务。 

 

注：上述 36 项改革举措的京沪两地相关具体做法，将同步在中国政府网公布。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19/content_54313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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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 

9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

为便于各地区更好贯彻落实，现将北京市、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具体举措同步公布如下。 

一、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举措 

主要聚焦现行法律框架下国家政策支持、做法科学、经验成熟、成效明显的改革举措。具

体包括开办企业、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缴纳税费、跨境贸易、执行合同等 6 方面 13 项改革举

措。 

（一）开办企业（5 项） 

改革举措 1：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 

北京市。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构建优化“e 窗通”平台，开办企业申领营业执照、刻制印章、

申领发票、用工信息登记、银行预约开户全流程在线申报。（1）企业开办“零见面”，依托“e

窗通”系统实现申请人在线申请、在线签名、部门网上审批，审批结果由后台推送完成，推广使

用电子执照和电子发票。构建企业网上填报“零见面”、部门信息共享“零见面”、使用电子执

照“零见面”、证章寄递“零见面”的“企业开办零见面”服务新模式。（2）提供“e 窗通”

企业一日准营套餐服务，西城区税务局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设立企业开办专

区，纳税人在“e 窗通”网上申请新办企业，税务工作人员在后台网上审批。通过后，纳税人到

政务中心现场领取公章和营业执照时，税务人员同时完成税控设备发行及发票领用，实现了纳税

人在提交申请后 1 天内领齐营业执照、公章、税控器和发票。 

成效：印发实施《关于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推进全程网上办理提高企业开办效率的通知》（京

市监发〔2019〕4 号）、《关于提高企业开办效率的通告》（通告〔2019〕10 号）。自 2019 年

1 月 17 日“e 窗通”系统上线以来，有超过 11 万户企业通过“e 窗通”办理企业开办业务。目

前，北京 98%的企业开办通过网上全程办理，部分区网上开办率达到 100%，企业开办 1 天办结。 

上海市。（1）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建立“一窗通”服务平台，申请人可一表填报信息、一

次提交数据，无需二次登录即可实现市场监管、公安、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数据同步

采集、业务同步办理、结果实时共享，营业执照、企业公章、涉税事项并联办理，员工就业参保

登记在线与执照同步办结，还可享受银行预约开户和单位公积金办理业务，实现开办企业统一提

交、一天批准、当天领取，最快 2 天可营业。（2）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建立包括电子认证、电

子签名、在线提交、在线审核、网上发照、电子归档在内的企业设立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企业

设立登记系统与公安人口库、不动产登记库、公安地址库的数据共享，实现数据标准的统一和辅

助审查。建立集中登记地管理维护系统，以集中登记地作为企业住所的，实行住所申报承诺制。  

    成效：2018 年 3 月 31日上海市上线“一窗通”服务平台，实现统一申报、一天审批、当天

领取，开办企业最快 2 天可营业。利用身份认证和电子签名技术实现申请人申请及登记机关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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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在线完成，申请人无需现场提交任何纸质材料即可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在线领取电子营

业执照，公司登记“零跑动”。 

改革举措 2：压缩企业设立登记时间。 

北京市。通过“名称自主预查”、“经营范围规范化”、“系统智能审批”以及落实容缺

受理、网上办照等措施，实现营业执照办理再提速，当天即可领取营业执照。 

成效：向社会承诺“一天领执照”，实际数据测算中已实现领取营业执照平均用时 4—5 个

小时，企业开办实现当天领执照。 

上海市。将企业设立“一审一核”改为“独任审核”，线上线下营业执照均 1 天批准、当

天领取。 

成效：据统计，政策实施后企业提交材料后平均半天可领取执照。 

改革举措 3：全面推广电子营业执照。 

北京市。企业开办完成后，无需领取法人一证通等 CA 证书，凭电子营业执照即可办理后续

税务、社保、公积金、银行等开办企业事项。 

成效：减少企业一个办事环节，免除企业两次跑动，减免费用 200—300 元/年。 

改革举措 4：优化印章刻制服务。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公安局对刻制公章和公章备案流程再整合，通过前台“一窗受

理”，后台“数据交换”，实现刻制公章与申请营业执照两个环节合并办理，营业执照、公章一

起发放。 

成效：北京 99%以上的新设企业选择申办营业执照时同步刻制公章。 

改革举措 5：实行用工社保登记“二合一”。 

上海市。将原用工登记和社保登记 2 个环节合并为就业参保登记 1 个环节，企业可网上一

步办结。 

成效：上海市就业参保登记线上办理比例超过 90%。 

（二）获得电力（1 项） 

改革举措 6：实行客户用电线上报装。 

北京市。客户可线上提交用电申请，在线查询业务办理进程、电量电费、停电信息，评价

服务质量，提升电费透明度及客户使用便利度。优化升级“掌上电力”APP 功能，增加英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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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政策查询；增加 GPS 定位接电位置、上传表计（箱）安装位置照片功能，表计（箱）安装位

置移至客户建筑物外墙，现场勘察不需客户在场配合。 

成效：北京市低压小微企业接电环节压减至申请签约、施工接电 2 个环节，实现客户线上

办电，办电“一次都不跑”。 

上海市。推行“互联网+”营销服务，迭代升级“掌上电力”APP（中英文版）和 95598 网

站办电功能，客户通过线上渠道提交用电申请和接电装表位置等相关材料，在线查询业务办理进

度、电量电费等信息；公司通过 APP 推送供用电合同文本和告知短信，在线签订电子供用电合同，

确定装表位置，实现客户报装在线化、定制化、透明化，压缩用电申请时间。 

成效：上海市低压小微企业接电环节压减为提交申请并签订电子供用电合同、等待接入工

程实施并装表接电 2 个环节，减少客户往返营业厅次数。 

（三）登记财产（2 项） 

改革举措 7：提供不动产登记、交易、税收“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服务。 

北京市。（1）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推进不动产交易、纳税、登记“一窗办理”改革，整合

房屋交易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和不动产登记部门窗口，设立“一窗办理综合服务窗口”，当事人

办理不动产交易登记只需到综合服务窗口即可完成全流程业务，实行并联办理，减少办事成本。

（2）针对土地增值税的业务办理创新方式方法，调整税收征管工作模式。对具备办理条件的，

即时受理，当日办结；不具备办理条件的，在留存相关涉税资料后，可为买受人当日办理契税申

报。 

成效：北京市企业买卖房屋综合服务窗口办理时限压缩到 1 个工作日内。 

上海市。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改革不动产登记流程，将分别到交易、税务、登记 3 个部门

办理、到业务受理大厅办理 3 次，改为“一口受理、内部流转、并联审批”，受理窗口统一收件，

房屋状况查询、税收征管和不动产登记内部流转办理，EMS 快递送达。 

成效：设置工厂、仓库转移登记专窗，工厂、仓库类房屋转移登记实现当场办结（不超过

0.5 个工作日）。 

改革举措 8：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和现场自助查询服务。 

北京市。2019 年 3 月 20 日推出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和现场自助查询服务。（1）公众、

机构注册并实名认证后，可登录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户网站首页，点击不动产登记信

息查询系统进行查询。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查询申请人均可进行网上查询。任何查询申请人均

可通过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系统查询不动产登记的自然状况信息，是否存在共有情形；是否存在

抵押权登记、预告登记或者异议登记情形，是否存在查封登记或者其他限制处分的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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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不动产登记大厅设立不动产登记信息自助查询机，方便快捷，为有关机构和相关人员查询登

记信息提供便利。 

成效：2019 年 3 月 20 日运行开始至今，共有超过 54 万人次通过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域网

上办事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查询。 

上海市。提供不动产登记资料自助查询服务，在各区登记受理大厅安放自助查询设备，权

利人可以查询自己名下的所有不动产登记资料，其他人可以根据坐落查阅用途、面积、抵押情况、

限制信息和地籍图等登记资料。提供登记资料网上查询服务，可以通过市政府“一网通办”政务

服务平台根据坐落查询用途、面积、是否存在抵押、是否存在限制和地籍图等信息。 

（四）缴纳税费（1 项） 

改革举措 9：纳税“最多跑一次”。 

北京市。制定“最多跑一次”办税事项清单，通过发布办税指南和标准化材料清单，152 个

涉税事项可在“网上办”、162 个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上海市。制定“最多跑一次”办税事项清单，发布办税指南和标准化材料清单，推出两批

共 318 项“最多跑一次”涉税事项清单，其中 249 项可全程网上办，实现“一次不用跑”。 

（五）跨境贸易（3 项） 

改革举措 10：推广应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北京市。率先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上实现申报出口退税，累计退税额突破 5 亿

元；平台航空器、空运舱单、货物申报、税费办理、企业资质备案等 5 大类业务实现业务量全覆

盖，航空器、税费支付、机电、非机电、减免税等 15 类新业务实现“零”突破，截至目前累计

业务量超过 968.7 万票。海关、交通运输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单一窗口”、港口电子数据交换

中心等信息平台向进出口企业、口岸作业场站推送查验通知，增强通关时效的可预期性。 

上海市。中国（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与国家“单一窗口”标准版进一步融合对接。

（1）标准规范融合对接。企业申报统一使用标准版的网页界面和数据导入接口组件，统一用户

认证。完成单一窗口关检融合一次申报功能改造，推动全口岸平稳切换。（2）全面融合对接。

将企业资质、许可等业务通过标准版与国家部委之间进行“总对总”办理；推进与国家标准版实

时共享申报数据、办理数据、税单信息等“三落地”。 

成效：方便进出口收发货人办理口岸相关申报事宜，基础申报应用率为 100%。 

改革举措 11：公开口岸收费目录清单。 

北京市。公开口岸收费目录清单，规定清单之外不得收费；设立 100 家“阳光物流”直营

店和加盟店，扩大“一站式阳光价格”传导效应；天津市改革创新港口收费管理服务模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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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港口统一收费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港口缴费和结算“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办理、一体化管

理”，为对外开放提供机制保障和平台支撑。 

上海市。通过第三方评估并公开发布口岸基本费用。由第三方机构按照年度周期评估口岸

基本费用，采取分类管理模式，将口岸每一批进出口货物按照固定费用、偶发费用和其他代理服

务费用等标准进行分类。基于相关作业无纸化水平的提升，海关检验检疫通关作业系统全面融合

等带来的办事环节减少产生的费用标准调减等，由第三方机构在年度周期内进行综合评估，并向

全社会公布上海口岸集装箱货物进出口基本费用表。 

成效：上海市结合价格管理的相关规定，采取政府主管部门定规则、市场第三方机构公布

费用的方式，在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集中公示口岸收费目录清单，既实现了清单之外不得

收费，又引导市场主体对收费项目合理收费。上港集团在 2015 年设立了“港口业务受理中心”，

对上海港的 7 个集装箱码头全面实现了港口缴费和结算网上办理，从 2017 年开始网上“一站式”

办理比例稳定在 95%以上。 

改革举措 12：口岸通关提前申报。 

北京市。建立提前申报容错机制，实行“提前申报”和“通关+物流并联作业”，率先建立

进口“提前申报”容错机制，如果企业在 15 日内自主发现并主动申请更改的，不予记录报关差

错。 

成效：通过“关企合作平台”以电子数据形式直接申请复核，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审核时

间由原来的 15 日减少为 3 日。该措施正式实施以来，共复核因提前申报产生报关差错的报关单

140 余票，复核率 100%。 

上海市。全面实施进口货物“两个提前”作业，率先探索建立进口提前申报容错机制。在

船舶抵港前，企业确认进口货物舱单信息传输后，即可安排向海关申报进口报关单，办理相应手

续，非布控查验货物抵达口岸后即可放行提离；企业可同步安排船舶公司（或其代理）办理费用

结算、提单换提货单、集装箱放箱等手续。船舶实际抵港后，可直接向码头办理提货手续。海关

对“提前申报”引起的修改进口日期，以及由于装运、配载等原因造成货物变更运输工具的，不

予记录报关差错。 

成效：进口报关“提前申报”，在舱单传输后、货物抵达港区前，企业即可向海关办理进

口申报手续，货物运抵后依据风险分析实施快速验放，前推通关作业环节，可缩短货物通关时间，

提升通关效率。 

（六）执行合同（1 项） 

改革举措 13：建立“基本解决执行难”联动机制。 

北京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动查控被执行人、打击拒执犯罪。实现法院与

各部门联动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出入境证件信息及出入境信息、车辆登记信息、旅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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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相关信息；实现法院与各部门联动查找、控制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进行协助控制、下落

反馈等；与各部门联动打击拒执犯罪，顺畅拒执公诉程序的衔接及自诉渠道，提升打击拒不执行

行为的力度和效果。 

成效：2018 年北京市全市法院执行结案率 90.4%，执行到位标的金额 886 亿元。 

上海市。法院、发展改革、公安、税务、市场监管、房管等 46 个单位，集中签署执行联动

合作协议。各部门对被执行人财产实行网络联动查控，覆盖房产、存款、车辆、证券、工商登记

等 9大类财产信息。联动采取 11类 43项信用监督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在本市购买不动产、

土地招拍挂、矿产资源开发、担任公职及公司高管，以及以及飞机和火车高级别席位出行、投资、

招投标等实行自动拦截限制。 

成效：上海市 2018 年同期结案率 100%，执行到位金额 305.05 亿元，法定期限内结案率、

执行完毕案件结案平均用时居全国法院第一；全年网络查询财产 3221.56 万件次，冻结款项

1247.87 亿元，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供全国借鉴的改革举措 

主要聚焦有政策法规依据、改革方向明确、做法比较科学、成效逐步显现的改革举措，涉

及改革创新探索形成的有效模式、有效途径、有效规范和程序等。具体包括开办企业、办理建筑

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缴纳税费、跨境贸易、执行合同等 7 方面 23 项改革举措。 

（一）开办企业（1 项） 

改革举措 1：提供企业档案“容 e 查”服务。 

北京市。海淀区试点推行为企业提供带有签章和防伪水印的电子档案查询、拷贝服务，“一

次拷贝，终生受用”，提升企业档案查询的实效性和便利度。 

成效：北京市 2018 年 6 月引入人脸识别智能取号、自助填表系统，推出企业档案“容 e 查”

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企业超过 4000 户次。 

（二）办理建筑许可（4 项） 

改革举措 2：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分级管理。 

北京市。明确非有毒有害及危险品仓储、物流配送等对环境影响小、风险可控的小型项目

免于环评。采取“四下放一取消一上收”的形式，下放管理权限，取消一批、上收少数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管理权限，严格此类项目管理。 

成效：印发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18 版）》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管理权限的建设项目目录（2018 年本）》（北京市生态

环境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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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修订并出台《上海市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的项目类型（2019 版）》（沪

环规〔2019〕3 号），对于环境影响小、风险可控的项目免于环境影响评价。 

改革举措 3：实行数字化联合审图。 

北京市。在 2017 年将防雷审查纳入施工图审查的基础上，将消防审查、人防审查合并由综

合审查机构对建设工程涉及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等方面内容进行整体安全性审查，审查结果各部

门予以认可，不再单独出具审核备案手续。建立数字化联合审图系统，实行施工图审查无纸化申

报和网上审查，实现多图联审全过程数字化。 

上海市。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将消防、人防、卫生、水务、抗震等技术审查事项并入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审批管理系统上传电子施工图设计文件，实行施工图全程在线数字化联合

审查和出具电子施工图合格证书。 

改革举措 4：推行工程招投标交易全过程电子化。 

北京市。招投标交易全过程无纸化在线电子交易，全程网上受理、网上审批、网上办结，

推进流程标准化、过程无纸化、业务透明化、系统智能化，降低招投标交易成本。 

上海市。推行工程招投标交易电子化，实行招标投标文件电子化和网上下载提交，实现电

子化开标评标和电子化监管，实行无纸化在线备案，降低招投标成本。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推

行招标人告知承诺制，监管部门在过程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办理环节。 

改革举措 5：实行施工许可证全程网上办。 

北京市。实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网上申报、限时审批、网上发证，申请人全程网上办理，

一次不用跑。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再到市、区政务服务大厅申请，直接登录

首都之窗官方网站进行网上申请，按要求上传真实有效并加盖公章的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彩色），

不再到市、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纸质书面材料。主管部门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通过后

建设单位可自行下载打印加盖电子签章的施工许可证。 

成效：2019年 3月 15日印发《关于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网上审批的通知》（京建发〔2019〕

121 号），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实行网上申请、网上审批、限时办

结、自行打证，实现了事项全程网办，企业一次不跑。截至目前，共有 1638 个项目通过全程网

办办理了施工许可证（不含变更事项）。 

上海市。进一步简化施工许可办理手续，压减办理时限，目前，施工许可证仅需 2-3 个工

作日即可完成办理。按照市政府“一网通办”要求，发布《进一步优化全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

批和推进电子证照的通知》（沪建管〔2018〕150 号），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实行在线申请和提交电子资料，办理部门在线受理审核，并在线核发电子施工许可证，企业自

行下载、打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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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本市范围施工许可证已实现电子证照，并加盖经认证的电子签章，同时附二维码，

建设单位可以自行下载、打印和使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并可通过关注“上海建筑业”

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件信息。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600 个项目在线获取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三）获得电力（3 项） 

改革举措 6：提供低压小微企业接电“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 

北京市。率先将低压供电容量标准由 100 千伏安提升至 160 千伏安，率先推出低压小微企

业接电“三零”服务，压缩小微企业获得电力报装时间、环节及成本，合同前置到申请环节，线

上签订。“零上门”：通过“掌上电力”APP 等线上手段实现客户线上报装、合同签订、业务进

度查询及服务评价，客户报装接电“一次都不跑”，环节压减至 2 个。“零审批”：电力公司代

替客户办理外线工程市政审批手续。不断优化简化占掘路审批手续办理模式，将原来规划许可、

施工许可、占路许可等 5 项审批手续由全部串行办理优化为“一串四并”，市政审批时间由 56

天压缩至 15 天。今年，进一步由“一串四并”优化为“一窗受理+并行操作”。市政审批时间由

15 天进一步压缩至 5 天。“零投资”：报装容量在 160 千伏安及以下由低压接入，表箱及以上

工程由电力公司投资建设，实现电力接入外线投资全免费。 

成效：北京市掘路审批时间压缩至 5 天，供电企业责任环节时间压缩至 10 天内，小微企业

办电全程不超过 15 天；环节压减至 2 个；小微企业外部接电工程投资为 0。 

上海市。围绕降办电投资、降配套费用、降用能成本、降审批时间、降建设时间和减办电

环节、减临柜次数、减流转资料、减停电次数、减停电时间，压缩小微企业办电环节、时间及成

本。“零见面”：应用线上签订电子供用电合同，合并提交申请和合同签订环节，将客户办电环

节进一步压减至 2 个，实现流程精简，让客户办理用电业务“一次都不跑”，业务办理“零见面”。

“零审批”：将接入电网工程中的规划许可、绿化许可、掘路许可等审批环节从串联前置审批改

为实行告知承诺审批，供电企业负责接电工程投资、证照办理、建设和验收，以上环节均无需客

户参与。审批环节时长从 15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天内。“零投资”：推行小微企业“零投资”、

“零保证金”改革措施，继续实施延伸电网投资界面至客户电能表政策，供电企业承担 160 千伏

安及以下小微企业外部接电工程的全部投资成本。 

成效：上海市掘路审批压缩到 5 天，电力企业接电时间压缩至 10 天内，小微企业办电全程

不超过 15 天；环节压减至 2 个；费用为 0。 

改革举措 7：提供客户接电移动作业终端实时响应服务。 

北京市。创新勘察设计移动作业终端，实时响应客户接电需求。整合典型设计、配网资源、

地理信息等大数据。通过 GPS 定位作业现场，实现电网资源数据与客户需求互联互通，压减现场

勘察时间。在线制定接电方案、设计图纸，生成物料清单，压减施工准备时间。创新低压外电源

建设管理模式。设计、施工、物资等工程资源，采用框架招标采购，物资资源采用标准物料及实

物储备模式，实现物资随时领用。全面推行带电作业，按客户需求排定送（停）电计划，缩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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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施时间。通过供电服务指挥平台监控外电源工程实施进度，开展超期预警、限时办结，实现

外电源工程闭环管理。 

成效：低压小微企业接电时间压减至 15 天以内。其中，电力公司业务办理时间压减至 10

天以内。 

上海市。创新勘察设计一体化管理模式，推行低压物料标准化、物资框架招标、实物储备

等举措，有效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物资个性化高效供应需求。应用基于 GIS 系统的移动作业终端，

精准定位用户，自动搜索电源，推行典型设计。推行施工年度框架招标、EPC 总承包、设计施工

一体化。实时滚动安排作业计划，停电计划迭代更新，大力推广不停电作业。推行“按月打包建

项”管理模式。借助接电工程全流程实时管控平台，实行全流程线上管控、超时预警、限时办结，

确保按期接电。推动运检、发展等部门合理下放项目管理权限，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建立“基建

包”和“技改包”的“一体四环”管控模式。合并合同签订和装表装电环节。 

改革举措 8：实行接电工程双经理负责制。 

北京市。深化业务末端融合，建立“1+1”服务团队。在受理客户接电申请后，电力公司内

部由 1 名客户经理和 1 名项目经理组成“1+1”服务团队，客户经理负责项目整体协调推进，项

目经理负责外线工程建设，实现“受理业务、施工准备、工程实施、计划排定”不出团队，提高

协同效率及工作效率，压减客户获得电力时间。 

成效：低压小微企业接电时间压减至 15 天以内。其中，电力公司业务办理时间压减至 10

天以内。 

上海市。实行“客户经理+项目经理”双经理负责制，客户经理全程代办接电报批相关手续。

项目经理对客户经理负责，统筹协调内外工作，确保责任到人。 

（四）登记财产（2 项） 

改革举措 9：推行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地籍管理信息互联互通。 

北京市。建立市级层面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和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以不动产登记单元号

作为唯一关联码，实现不动产登记“带图作业”，登记信息和地籍管理信息融合互通。平台同时

实现网上申请、登记办理、网上查询、信息共享等多种功能。 

上海市。建立市级层面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和地籍管理信息平台，采用不动产登记单元号作

为不动产登记和地籍测绘数据库的唯一关联码。 

改革举措 10：实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协同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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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依托政务服务平台，与市大数据中心及相关政府部

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推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协同互认。政务服务方面，为法院、市场监管、

民政等多部门提供数据共享和实时查询服务；便民服务方面，为银行开通在线查询系统。 

成效：目前已向市大数据中心汇交全部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共约 1033 万条，新增数据已实

现实时汇交；从市大数据中心获取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需要的数据，不再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

减少群众办事成本。 

改革举措 11：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权籍测绘投诉机制及土地纠纷相关信息公开制度。 

北京市。（1）针对服务态度、违反党纪政纪、工作不规范、工作建议和意见以及反映有关

情况提出投诉请求等五大类问题，分别明确投诉渠道，并对投诉处理提出了具体要求。（2）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负责定期汇总统计全市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并在“北京市建设

项目办事服务互联网平台”设立“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统计查询”和“北京法院涉及土地纠纷

案件统计查询”栏目，向社会公开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同步公开“北京法院审判

信息网”涉及土地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及数据。 

上海市。设立 962988 投诉热线，专门负责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测绘调查的投诉处理。加强不

动产登记和土地纠纷信息公开，实行不动产登记办理流程、文件清单、收费目录、登记数量等信

息网上公开，与法院联合公开一审土地纠纷数量的统计数据，进一步提升土地管理质量指数得分。 

（五）缴纳税费（2 项） 

改革举措 12：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全程网上办、“通缴通取”。 

北京市。推行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单位信息变更、缴存业务全程网上办；住房公积

金归集业务“通缴通取”，缴存单位和缴存人可就近自行选择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属的

18 个管理部及受托办理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网点办理业务，自行选择的管理部或银行网点可以

固定也可以不固定。 

成效：企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选择转账支票方式缴存，自行选择就近的管理部或银

行网点，2 分钟即办结。 

上海市。利用全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240 余个网点，将“个人公积金明细查询”事项

下沉。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多渠道提供公积金查询功能，线上从公积金新媒体综合服务平台到支

付宝、微信、随申办一网通办全覆盖，线下从公积金各网点自助机具、银行 ATM 机到行政服务中

心自助设备，实现个人公积金信息查询全覆盖。单位住房公积金业务全程网上办理，提供委托扣

款的缴存方式，单位与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签约后，每月由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动发起扣

款缴存。 

成效：自助查询线上线下全覆盖，2017、2018 两年共受理查询业务 5800 万笔，实现进一步

推广，提升了办理便利度。选择委托扣款方式的单位，无需每月办理汇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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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举措 13：实行纳税人线上“一表申请”、“一键报税”。 

北京市。上线电子税务局，推出“财税一体化”辅助申报系统。（1）对接企业财务报表与

税务申报表数据，企业根据清单自行将本单位财务报表转化为符合税务机关格式要求的财务报表，

抽取财务数据、开票数据等，自动导入税务申报数据，即时申报、一键申报。（2）票 E 送：网

上申领、云平台自动处理、物流限时配送，实现了 365Ｘ24 小时不间断领用发票。（3）即时领

票：加强税务、工商数据共享，简化新办企业 18 项办税流程，减并资料 415 项，实现新办企业

即时领票。（4）推出“网上申请、快递配送”的邮寄代开发票模式。 

成效：北京市 2019 年上半年通过“即时领票”网上办理业务 59 万余户次；通过“票 E 送”

领用发票量占全市发票发售总量的 55%；为 4 万余户企业邮寄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占全市代开

总量的 26%。 

上海市。上线财务会计报表导入电子申报功能。公开网上办税系统财务会计报表文件接口

及数据标准，支持企业采用 XML 等文档导入、财务软件直接接入等方式，实现“一键报税”。推

出发票“网上申领+专业配送”功能，打造“规则+规范”“智慧化+智能化”的电子税务局。符

合条件的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上申请发票配送，选择提货方式、配送地址、配送公司、申领份数，

税务部门提供发票配送上门的服务。 

成效：上海市财务会计报表导入电子申报功能已覆盖所有居民企业纳税人需填报的全部 22

套财务会计报表，纳税人使用共计 64 万户次。 

（六）跨境贸易（7 项） 

改革举措 14：实行通关全流程电子化。 

北京市。实行进口许可证件申领和通关作业无纸化；进出口环节验核的监管证件由 86 种减

少至 46 种；全面推广电子报关委托，实现网上申报、自助打印；在日本、香港航线实现海关与

企业间材料电子化流转。 

改革举措 15：推行海关内部核批“一步作业”。 

北京市。简化和下放部分海关内部核批作业，海关内部核批“两步作业”减为“一步作业”，

如报关单修撤、直接退运、暂时进出口货物及延期、特殊通道申报等，由通关现场完成核批，职

能管理部门后续核查、不再进行事中干预，提高现场作业效率，压缩通关时间。 

改革举措 16：推行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 

上海市。按照先易后难原则选取企业进行双轨制试点，在保留现行纸质单证使用的同时，

增加通过上海水运口岸国际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系统平台实现信息电子化传递。出口集装箱

进港无需向港区码头提交纸质集装箱装箱单，凭电子装箱单信息即可完成出口集装箱进港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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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2019 年 2 月 14 日上海水运口岸全面实施改纸质单证为信息化传递，预计年可节约社

会成本 4 亿元，1 个集装箱物流时间可节约 4 小时左右。 

改革举措 17：实行口岸分类验放。 

上海市。在监管场所联网基础上，对进口汽车零部件直接采信 CCC 认证结果；对进口矿产

品先放行后检测；对鲜活农产品实施绿色通道即到即查，合格的快速放行；对符合条件商品的木

质包装实施优先检疫、集中监管等便利措施，优化监管流程。 

改革举措 18：实行跨境贸易大数据监管。 

上海市。开发应用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采集贸易链、供应链、物流链、金融链、政

务链的全程数据，与上海大数据中心、中国（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航运企业、海空港

口、生产经营企业等进行对接，实行信息共享互用、联网核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便捷通关服务。

同时依托平台提高风险分析能力，精准实行海关全领域风险管控。 

改革举措 19：优化关税征管全流程服务。 

上海市。为企业事前提供归类先例、税收要素预裁定等服务。事中推广关税保证保险和企

业自助打印出口原产地证书、税单等凭证；全面推广《海关专用缴款书》企业自助打印；海关和

贸促会全面实施出口原产地证书网上申报，企业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港务集团全面实施网上提

箱业务受理后，企业自助打印提箱小票。事后推动属地纳税人管理制度落地，打造企业可选择、

结果可预期的纳税模式。 

改革举措 20：同步通关和物流作业。 

上海市。建立集装箱“通关+物流”应用系统，同步进行通关和物流作业。通过单一窗口推

送包括船名航次、靠泊时间和码头名称等港航信息，便利企业提前申报、准确申报。布控查验信

息发送前移，便利企业同步进行通关与物流作业，对已卸至海关监管场所的进口货物，海关接受

申报后立即将查验要求通知企业。建立集装箱“通关+物流”跟踪查询应用系统，扩充到单一窗

口移动版和港务业务办理系统，便利企业查询货物到港及时进行申报，查询流程办理进度。 

（七）执行合同（3 项） 

改革举措 21：推行法院网上立案与司法数据常态化公开。 

北京市。北京法院对买卖合同、金融借款合同、委托合同等商事案件开通网上直接立案，

网上立案 24 小时不打烊。设立北京互联网法院，对适用网上直接立案的案件，当事人在立案、

审判、归档等阶段不需向法院提交纸质版起诉材料。通过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向社会公开全市法

院收结案情况、结案率、商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执行天数。研发“北京法院微诉讼平台”微信

公众号，将案件诉讼风险智能评估、试算工具、网上预约立案、调解指引、在线调解等功能融入

手机端，为当事人提供指尖上的便利化、智能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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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北京互联网法院从 2018 年 9 月 9 日挂牌成立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收案 3040

件。 

上海市。推进全程网上立案。对于一审普通民事、民商事、知识产权、金融案件，一审刑

事自诉案件，民商事强制执行案件以及民商事申请再审案件，当事人可通过身份认证，律师、法

律工作者可凭本人登录密钥进入上海法院“12368 诉讼服务平台”申请网上立案。当事人申请网

上立案符合立案条件的，人民法院即予以登记立案，并在线生成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发送给原告，

原告可以不再另行提交纸质诉状。在法院门户网站设立常态化司法数据公开平台，定期、动态公

开全市三级法院受理、审结、执结案件等相关数据，以及案件立案受理、缴费、庭审等诉讼流程

进展情况等相关信息。 

成效：上海市 2018 年全年网上立案 9.53 万件，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立案办理。 

改革举措 22：推行全流程网络化办案。 

上海市。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自贸区法庭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建设“数字法庭”系统，

实现当事人诉讼和法院审判全流程网上办理。该系统将规定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所涉诉讼流程全部

纳入数据化办理平台，同时在网上平台设立了“数字卷宗”，当事人提交和法院办案中产生的材

料全部自动归集和自动归档。 

成效：2018 年底以来，系统办结 511 件案件，累计节约当事人立案等待时间 750 小时，缩

短排期时间 1200 余天，自动生成各类诉讼文书 864 份 2370 页，减少当事人提交纸质材料和档案

扫描 50000 余页，节约送达成本 11000 余元。 

改革举措 23：构建诉讼服务平台。 

北京市。北京高院依托“北京法院诉讼服务”微信公众号，结合信息技术最新成果，打造

上线“微律师”服务平台。平台主要服务功能包括：网上立案、案件查询、文书送达、材料提交、

开庭提醒、联系法官、卷宗借阅、营商环境、找法问案、网上交费、证据交换等。 

成效：2019 年 1 月 7 日“微律师”平台上线，截至 3 月底，访问量已突破 25 万次，公众号

关注用户近 6 万人。 

上海市。建立“12368 诉讼服务平台”，提供立案流程指引、网上立案、诉讼费计算、诉讼

费用缴纳、文书样式查询、个案智查、智能法宝、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司法拍卖、在线调解

等 10 大类 14 项诉讼服务。上海法院诉讼服务平台入驻上海市“一网通办”总门户，在法院诉讼

服务平台与政府政务平台之间实现数据有效对接。当事人可通过“一网通办”公共支付平台，或

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联等支付渠道，或携带缴费通知前往银行缴费等多种支付方式，获得诉讼

费线上和线下缴费服务。 

成效：2019 年上海法院诉讼服务平台入驻“一网通办”总平台以来，累计提供诉讼服务 27885

次，日均服务达 111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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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关注一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恢复代征代缴印花税业务的公告（第 32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三二六号 

  为方便专利权人和专有权人依法缴纳印花税，经商国家税务总局，决定自 2019 年 9 月 16

日起恢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代征代缴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印花税。2019 年 9 月 16 日前未缴

纳印花税的，可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后按原缴费渠道办理缴税。 

  特此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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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二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开展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税总函〔2019〕266 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江苏、浙江省和大连、厦门市税务局： 

  税务总局制定了《开展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试点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请及时报告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 

   

  附件：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范围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8 月 25 日 

   

 

 

开展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的决策部署，进一步

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改善税收营商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

的通知》（国办发〔2018〕4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便民办税缴费十条新举措的

通知》（税总函〔2019〕223 号）要求，参照《司法部关于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司发通〔2019〕54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有关规定，现就开

展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制定以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管理服务方式，围绕依申请办理

的税务事项，积极开展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切实减少事前证明材料报送，加强

事中事后公正监管，着力打造法治化、便利化税收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纳税人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二、工作目标 

    选取有代表性的税务证明事项进行告知承诺制试点，推动形成标准公开、规则公平、

预期合理、各负其责、信用监管的治理模式，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多

头跑、来回跑等问题。通过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标准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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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三、试点范围 

  根据试点需要和有关单位工作基础，确定在国家税务总局河北、江苏、浙江、大连、

厦门等 5 个省（市）税务局对部分税务证明事项开展试点；试点省（市）税务局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部分税务机关为试点实施单位，具体开展试点工作（见附件）。 

  试点省（市）税务局确定的试点实施单位，同时被地方人民政府确定为试点单位的，

要加强与地方人民政府试点牵头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工作衔接。 

   

  四、试点任务 

  本方案所指税务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行政许

可、行政确认、税收减免等事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其他机构出具的、用以描述

客观事实或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有关材料。本方案所指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税

务机关在办理有关事项时，以书面（含电子文本）形式将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证明义务和证

明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标准、要求，愿意承担

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税务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含电子文本）承诺办理相

关事项。 

  对于纳入试点范围的税务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非申请人代为承诺的，要有申请人的特别授权。申请人纳税信用级别为 D 级的，不适用告

知承诺制。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法规要求的证明。 

   

  试点实施单位要按照本方案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公布试点事项清单。试点实施单位及所在省（市）税务局通过门户网站、办税

服务厅等渠道公布纳入告知承诺制试点范围的税务证明事项清单。清单内容包括证明名

称、证明用途、设定依据、索要单位、开具单位、告知承诺适用对象、承诺方式、事中事

后核查方式、试点实施单位等。 

   

  （二）规范告知承诺工作流程。试点实施单位要科学编制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工作

规程，修改完善办税指南。对实行告知承诺的税务证明事项，按照内容完备、逻辑清晰、

通俗易懂的要求，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书面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办税事项的名称、设

定证明的依据、证明的内容、承诺的方式、虚假承诺的责任等。书面承诺的内容应包括申

请人已知晓告知事项、已符合相关条件、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责任以及承诺意思表示真实

等。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要在试点实施单位及所在省（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门户网站

上公示，方便申请人索取或下载。 

   

  （三）加强事中事后核查。试点实施单位要针对试点税务证明事项的特点，分类确定

核查办法，明确核查时间、核查标准、核查方式等。试点实施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梳理试点工作中需进行核查的信息需求，通过全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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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政府部门内部

核查和部门间行政协助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予以核实。确需进行现场检查的，要

优化工作程序、加强业务协同，避免随意检查，防止增加纳税人负担。 

   

  （四）探索失信惩戒模式。对试点中发现申请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

理有关事项的，要依法处理处罚，按规定记入纳税信用，且不得再对该申请人适用告知承

诺。要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加强跨部门联动响应，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

合惩戒机制。 

   

  （五）强化风险防范措施。试点实施单位对社会关注的事项等，探索建立告知承诺书

公示制度，鼓励申请人主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梳理工作环节重大风险，制定防

控措施。 

   

  五、工作步骤 

  （一）做好试点准备。2019 年 9 月 10 日前，试点实施单位要做好公开试点事项目录、

对试点事项逐项制定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编制告知承诺工作规程、修改完善办事指南等

工作，细化任务措施，明确时间节点，试点省（市）税务局要加强对试点准备工作的指导

和服务，并将具体实施举措汇总，通过 FTP 报送税务总局。 

   

  （二）组织开展试点。试点时间为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试点实施单位要积极有序推

进试点工作，确保完成试点任务，取得工作实效。 

   

  （三）总结经验做法。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试点省（市）税务局对试点工作情况、

主要做法和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进行总结，通过 FTP 报送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试点省（市）税务局和试点实施单位要充分认识试点工作的重

要意义，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聚焦“为民服务解难题”，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强化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落实工作责任，确保试点质量。 

   

  （二）注重务实创新。试点实施单位要把握试点工作方向，结合试点任务和自身实际，

针对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攻关，深入推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标准化规范化，创新事中事后监

管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广泛收集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对试点工作及成效的评价意见，持

续改进工作，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三）做好总结评估。试点省（市）税务局要及时上报试点工作进展以及有关制度建

设、工作机制、工作规范、标准、指南、典型案例等成果资料。税务总局将认真研究试点

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定期交流、通报试点进展情况，对试点工作进行总结评估，研

究提出在税务系统全面推广试点经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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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企业自建和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建设标准规范》 

 

为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健全税务监管体系，改善税收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了《企业自建和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建设标准规范》，明确了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业务功能

等要求，规定了 54 个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数据交换信息项说明。规定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起实施。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企业自建和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建设标准规范》的通知 

税总发〔2019〕84 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

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

健全税务监管体系，改善税收营商环境，打造形成开放包容、良性竞争的增值税发票服务生态体

系，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边学边查边改的部署要求，制定了《企

业自建和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建设标准规范》，明确了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业务功能及服务、

技术、安全、运维、等保测评等要求，规定了 54 个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数据交换信息项说明，以

指导公共服务、企业自建、第三方、电商、中介等机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整体规划、设计、开

发。现按照税务行业标准管理规定予以发布，自 2019 年 6 月 30 日起实施，请遵照执行。各地在

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到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附件：企业自建和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建设标准规范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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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速递】 

政策一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1 号 

 

  现将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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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所称“国内旅客运输服务”，限于与本

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

客运输服务。 

   

  （二）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以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

进项税额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购买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应

当与实际抵扣税款的纳税人一致，否则不予抵扣。 

   

  （三）纳税人允许抵扣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 2019 年 4 月 1 日

及以后实际发生，并取得合法有效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或依据其计算的增值税税额。以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为增值税扣税凭证的，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二、关于加计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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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关于加计抵减政策适用所称“销售额”，

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其中，纳税申报销售额包

括一般计税方法销售额，简易计税方法销售额，免税销售额，税务机关代开发票销售额，

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即征即退项目销售额。 

   

  稽查查补销售额和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计入查补或评估调整当期销售额确定适用加

计抵减政策；适用增值税差额征收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2545&idx=1&sn=9f544440199fc0fbf521c7dd30e2920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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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且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销售额均为零的

纳税人，以首次产生销售额当月起连续 3 个月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且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均为零的纳税人，以首次产

生销售额当月起连续 3 个月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三）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和税务机关批准，实行汇总缴纳增

值税的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以总机构本级及其分支机构的合计销售额，确定总机构及其

分支机构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三、关于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规定的纳税人申请退还

增量留抵税额，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的规定办理相关留抵退税业务。《退（抵）税申请

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附件）修订并重新发布（附件 1）。 

   

  四、关于经营期不足一个纳税期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适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以 1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因在季度中

间成立或注销而导致当期实际经营期不足 1 个季度，当期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征

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2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

第六条第（三）项同时废止。 

   

  五、关于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适用《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的增值税纳税

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

（税总函〔2017〕579 号）规定的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代办相

关涉税事项的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的除外），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提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六、关于运输工具舱位承包和舱位互换业务适用税目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7033&idx=1&sn=349525fb345520f4a286de62b0fd5be8&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7033&idx=1&sn=349525fb345520f4a286de62b0fd5be8&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3791&idx=1&sn=877f609b6e1333ae938e6c50b04c3836&chksm=8864e41bbf136d0dd3c8ec50f6621efe27ea0307c2e71448a760126e8cc4331708f0a639166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22433&idx=2&sn=c9ee80b458013bc9079b09dee01af1d6&chksm=8864b045bf1339533b4909b257ddcf41db19601f5e49c9a68fc3aa7171ff0f35216adb47686e&token=1504551575&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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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中，发包方以其向承包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承包方以其向托运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是指承包方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

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然后以承包他人运输工具舱位的方式，委托发包方实际完成相关

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二）在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中，互换运输工具舱位的双方均以各自换出运输工具

舱位确认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是指纳税人之间签订运输协议，在各自以承运人身份承揽的

运输业务中，互相利用对方交通运输工具的舱位完成相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七、关于建筑服务分包款差额扣除 

   

  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规定允许从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分包款，

是指支付给分包方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八、关于取消建筑服务简易计税项目备案 

   

  提供建筑服务的一般纳税人按规定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再实行备

案制。以下证明材料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改为自行留存备查： 

   

  （一）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

承包合同； 

   

  （二）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承

包合同。 

   

  九、关于围填海开发房地产项目适用简易计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以围填海方式取得土地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围填海

工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围填海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属于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

值税。 

   

  十、关于限售股买入价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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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纳税人转让因同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

股票上市首日开盘价为买入价，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 

   

  （二）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多次停牌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

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五条第（三）项所称的“股票停牌”，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就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定前的最后一次停牌。 

   

  十一、关于保险服务进项税抵扣 

   

  （一）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实物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自行向车辆

修理劳务提供方购进的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可以按规定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现金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将应付给被

保险人的赔偿金直接支付给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不属于保险公司购进车辆修理劳务，其

进项税额不得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三）纳税人提供的其他财产保险服务，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十二、关于餐饮服务税目适用 

   

  纳税人现场制作食品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三、关于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一）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纳税人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 17%、16%、

11%、10%税率蓝字发票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附件

2），办理临时开票权限。临时开票权限有效期限为 24 小时，纳税人应在获取临时开票权

限的规定期限内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二）纳税人办理临时开票权限，应保留交易合同、红字发票、收讫款项证明等相关

材料，以备查验。 

   

  （三）纳税人未按规定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十四、关于本公告的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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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公告第五条至第十二条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照本公告执行，已处理的事项不再调整。

《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第二条第（二）项、《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

〔2017〕579 号）第一条第（二）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建筑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

方法备案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9 月 16 日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接到各方反映的一些增值税征管操作问题。为统一征管口径，便

于纳税人执行，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

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以下称《公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现就《公告》的主要

内容解读如下： 

   

   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 

   

  （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抵扣范围 

   

  《公告》明确，允许抵扣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限于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

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主要考虑：一是

遵循增值税基本规定。纳税人实际接受或负担的、与其生产经营相关的购进项目，才允许

抵扣进项税额。员工以其单位经营活动为目的发生的旅客运输服务，与本单位生产经营相

关。二是遵循经济业务实际。考虑到实际业务中，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时，派遣人员直接

受用工单位指派进行业务活动，与单位员工工作性质一致。 

   

  （二）关于旅客运输服务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开具要求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可以选择开具给个人或单位。《公

告》明确了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以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作为抵扣凭证的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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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即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以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进项

税额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购买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应当与

实际抵扣税款的纳税人一致。 

   

  （三）关于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的衔接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

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遵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基本原则，《公告》明确，纳

税人允许抵扣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实际发

生，并取得现行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的增值税税额。其中，以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为增值税扣税凭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开

具时间应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 

   

  二、关于加计抵减 

   

  （一）关于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销售额定义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一般纳税人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销售

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可按规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公告》明确，参与计

算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

整销售额。同时明确，稽查查补销售额和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计入查补或评估调整当期

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适用增值税差额征收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适用

加计抵减政策。 

   

  （二）关于暂无销售收入的纳税人如何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纳税人以一定时间区间内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销售额占比是否

超过 50%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对纳税人在上述区间内销售额为零的特殊情形，应如何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公告》进行了明确。具体为：（1）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且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销售额均为零的纳税人，以首次产生销售额当月起连续 3

个月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2）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且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均为零的纳税人，以首次产生销售额当月起连续 3 个月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

计抵减政策。 

   

  （三）关于汇总纳税的总分支机构如何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经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或者省级财税部门批准，总机构及其分支机

构可以实行汇总缴纳增值税。《公告》明确，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

和税务机关批准，实行汇总缴纳增值税的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判断是否适用加计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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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以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合计销售额计算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符合加计抵减政策的适用标准，则汇总纳税范围内的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可适用加

计抵减政策。否则，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无法适用。 

   

  三、关于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为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经国务院批准，税务总局和

财政部联合下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放宽了部分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条件。

因此，《公告》进一步明确，上述制造业纳税人继续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

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以下称 20 号

公告）的规定办理留抵退税业务。同时，根据调整后的退税条件，同步修订并重新发布了

20 号公告附件《退（抵）税申请表》。 

   

  四、关于经营期不足一个纳税期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适用 

   

  《公告》明确，在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提高至月（季）销售额 10（30）万元后，对

于以季度为纳税期限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因在季度中间成立或者注销而导致当期实际

经营期不足一个季度的，只要当期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即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第一条的规定，可以按

规定免征增值税。比如，某小规模纳税人 2019 年 2 月成立，实行按季纳税，2 月-3 月累

计销售额为 25 万元，未超过季销售额 30 万元的免税标准，则该小规模纳税人当期可以按

规定享受相关免税政策。 

   

  五、关于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7 年，税务总局先后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流平台企

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579 号），允许税务机关为货

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异地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由符合条件的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

为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个体司机提供开票便利。同时，按照

当时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明确了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专用发票需要取得相

关运输资质。由于交通管理部门对运输资质要求进行了调整，因此，《公告》对代开发票

的条件也相应调整为：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除外），应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提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应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1348&idx=1&sn=a5083920fc7456d14ab29a74dd0de80e&chksm=8864d390bf135a86758e5ab184c939b6041f1d8cd363838dc41625de8d985a853bbfaaca90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1348&idx=1&sn=a5083920fc7456d14ab29a74dd0de80e&chksm=8864d390bf135a86758e5ab184c939b6041f1d8cd363838dc41625de8d985a853bbfaaca90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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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运输工具舱位承包和舱位互换业务适用税目 

   

  舱位承包业务中，对承包方来说，其以承运人身份对外承揽运输业务，然后通过承包

他人运输工具舱位的方式委托对方实际完成相关运输服务，属于提供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

应以承揽该运输业务向托运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缴纳增值税。对发包方来说，是以运输工具舱位承包的方式，使用自有运输工具实际提供

了运输服务，因此，发包方应以其向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

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舱位互换业务中，互换舱位的双方均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

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然后通过互换运输工具舱位的方式，委托对方实际完成相关运输

服务，因此，双方均以换出舱位的方式向对方提供了交通运输服务，各自应以换出运输工

具舱位确认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七、关于建筑服务分包款差额扣除 

   

  纳税人提供特定建筑服务，可按照现行政策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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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销售额计税。总包方支付的分包款是打包支出的概念，即其中既

包括货物价款，也包括建筑服务价款。因此，《公告》明确，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

规定允许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分包款，是指支付给分包方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 

   

  八、关于取消建筑服务简易计税项目备案 

   

  为简化办税流程，优化税收环境，落实“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公告》明确，对

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规定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再实

行备案制。相关证明材料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改为自行留存备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简化建筑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备案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3 号

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同时废止。 

   

  九、关于围填海开发房地产项目适用简易计税 

   

  以围填海方式取得土地的房地产项目，其围填海的开工日期可能早于房地产项目《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注明的开工日期。为体现房地产老项目简易计税的政策精神，公平

税负，《公告》明确，以围填海方式取得土地的房地产项目，围填海工程《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围填海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均属于房

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十、关于限售股买入价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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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多情形形成限售股的买入价确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第 53

号公告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下称 53 号公告）第五条分别针对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重大资产重组三种不同情形形成的限

售股，如何在转让时确定其限售股买入价做出了明确规定。此外，还存在一种特殊情形，

即因同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而形成限售股。因

此，《公告》明确，纳税人转让因同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而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

该上市公司股票上市首日开盘价为买入价，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 

   

  （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形成限售股的买入价确定 

   

  53 号公告第五条规定，因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复牌首

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前一

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实践中，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可能出现多次停牌。《公

告》明确，上述“股票停牌”是指证监会就其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定前的最后一次停牌。   

 

  举例说明：A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7 日宣布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并于当天停牌。2018 年

4 月 18 日股票复牌。2018 年 7 月 24 日，A 上市公司因收到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其申请重

大资产重组的通知后停牌。2018年 8月 29日，重组委表决通过 A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

8 月 30 日 A 上市公司股票复牌。9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就 A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

准的决定。鉴于证监会就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定前最后一次停牌时间是

2018 年 7 月 24 日，因此，纳税人转让 A 上市公司限售股，应以证监会就其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

定前最后一次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即 7 月 23 日 A 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盘价为买入

价。 

   

  十一、关于保险服务进项税抵扣 

   

  进项税抵扣，应遵循统一的扣税原则，即纳税人购进货物或服务所负担或支付的增值

税额，凭合法有效扣税凭证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在实际操作中，所有行业，所有纳税人，

都应按照上述普遍性规定自行适用抵扣政策，保险公司的赔付支出也不例外。在实践中，

保险赔付支出有不同的形式，其进项税抵扣问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适用政策。 

   

  以车险为例，不同的车险业务，保险公司、投保人和修理厂之间的交易实质和权利义

务不一样，适用的抵扣政策也不一样。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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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是行业所称的“实物赔付”。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的赔付方式是由保险公司将

投保车辆修理至恢复原状。在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修理厂购买修理服务并支付

修理费。这种情况下，由于修理服务的实际购买方为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可以凭修理厂向

其开具的修理费专用发票行使抵扣权。 

 

  第二种是行业所称的“现金赔付”。保险合同约定，在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支

付赔偿金，由被保险人自行修理。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替被保险人联

系修理厂对出险车辆进行维修，并将原应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赔偿金转付给修理厂。这种情形下，

由于修理服务的接受方是被保险人而不是保险公司，即使保险公司代被保险人向修理厂支付了修

理费并取得相关发票，也不能将其作为保险公司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公告》明确了上述两种情况下车险赔付支出的进项税抵扣问题；同时，保险公司开

展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也可以比照执行。 

   

  十二、关于餐饮服务税目适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费模式的不断创新，消费者不直接就餐而是购买食品后打包带

走的这种快速消费方式越来越普遍，但这一消费方式的改变，并不影响纳税人向消费者提

供餐饮服务这一行为本质。因此，为统一征管口径，确保“堂食”和“外卖”税收处理的

一致性，《公告》明确，纳税人现场制作食品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行为，应按照“餐饮

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三、关于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为确保纳税人按规定正确开具发票，准确适用政策，《公告》对纳税人通过增值税发

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的权限进行了规范：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关闭

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纳税人端自行开具 17%、16%、11%、10%原适用税率发票权限；同时，

为充分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对于符合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条件的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

关办理临时开票权限后，可在 24 小时的规定期限内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为明晰税企责任，确保简明易行好操作，《公告》规定，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原适用税率发票临时开票权限时，只需提交《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即可，但纳税

人需要保留交易合同、红字发票、收讫款项证明等相关材料，以备查验。 

   

纳税人若未按规定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19 年 4 月 1 日前，未进行申报而开具发票的，纳税人应进行补

充申报或者更正申报，涉及缴纳滞纳金的，按规定缴纳；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19 年 4

月 1 日后，不得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已经开具的，按规定作废，不符合作废条件的，按

规定开具红字发票后，按照新适用税率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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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 

 

为进一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将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退还增量留抵税额有关政策公告如

下： 

   

  一、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以自 2019

年 7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1.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二、本公告所称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是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生产并销

售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销售额占全部销

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上述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

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计算确定。 

   

  三、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四、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 

   

  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

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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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其他规定，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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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 39 号公告）执行。 

   

  六、除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规定，继续

按照 39 号公告执行。 

   

  七、符合 39 号公告和本公告规定的纳税人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留抵退税申请。对

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税务机关在完成退税审核后，开具税收收入退还书，直接送交同级

国库办理退库。税务机关按期将退税清单送交同级财政部门。各部门应加强配合，密切协

作，确保留抵退税工作稳妥有序。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9 年 8 月 31 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AzMTE0MQ==&mid=2650052950&idx=1&sn=5361fd1d8d374d5a599ba40dd9a45b3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AzMTE0MQ==&mid=2650052950&idx=1&sn=5361fd1d8d374d5a599ba40dd9a45b34&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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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三 

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明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的有关规定，现就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

策公告如下： 

   

  一、金融企业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 号），对其涉农贷款和

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照以下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一）关注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 

   

  （二）次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5%； 

   

  （三）可疑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50%； 

   

  （四）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100%。 

   

  二、本公告所称涉农贷款，是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 号）

统计的以下贷款： 

   

  （一）农户贷款； 

   

  （二）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 

   

  本条所称农户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给农户的所有贷款。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款

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为准。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

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

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位于乡镇

（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

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

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

非农业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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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所称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给注册地位于农村区域的企业

及各类组织的所有贷款。农村区域，是指除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行政区及其市辖建制镇

之外的区域。 

   

  三、本公告所称中小企业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对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不超过 2 亿元

的企业的贷款。 

   

  四、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

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冲减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本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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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四 

两部门明确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的有关规定，现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和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

企业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公告如下： 

   

  一、准予税前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范围包括： 

   

  （一）贷款（含抵押、质押、保证、信用等贷款）； 

   

  （二）银行卡透支、贴现、信用垫款（含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款、担保垫款

等）、进出口押汇、同业拆出、应收融资租赁款等具有贷款特征的风险资产； 

   

  （三）由金融企业转贷并承担对外还款责任的国外贷款，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

国买方信贷、外国政府贷款、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不附条件贷款和外国政府混合贷款等资产。 

   

  二、金融企业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计算公式如下： 

   

  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本年末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

余额×1%－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额 

   

  金融企业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数额如为负数，应当相应调增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三、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代理贷款、国债投资、应收股利、上交央行准备金以及金

融企业剥离的债权和股权、应收财政贴息、央行款项等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以及除

本公告第一条列举资产之外的其他风险资产，不得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在税前扣除。 

   

  四、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不足冲减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政策，凡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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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5 号）的规定执行的，不再适用本公告第一条至第四

条的规定。 

   

  六、本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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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问答】 

十五个问题搞清楚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操作 

  2018 年，我国开始对部分行业试点退还部分增值税留抵退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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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我国开始全面试行留抵退税制度，不再区分行

业，只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符合规定的条件，都可以申请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为了

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又公布了《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

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以下简称“84 号

公告”），增大了部分先进制造业的退税金额，对于符合条件的增量留抵退税额允许在计

算时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退税优惠政策进一步放宽。 

 

  1.什么是增量留抵税额？ 

  答：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2.为什么只对增量部分给予退税？ 

  答：对增量部分给予退税，一方面是基于鼓励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基

于财政可承受能力的考虑，若一次性将存量和增量的留抵税额全部退税，财政短期内不可

承受。因而这次只对增量部分实施留抵退税，存量部分视情况逐步消化。 

   

  3.为什么要设定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退税条件？ 

  答：这主要是基于退税效率和成本效益的考虑，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说

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常态化存在留抵税额，单靠自身生产经营难以在短期内消化，因而有

必要给予退税；不低于 50 万元，是给退税数额设置的门槛，低于这个标准给予退税，会

影响行政效率，也会增加纳税人的办税负担。 

 

  （注：根据“84 号公告”规定，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申请留抵退税的条件之一为“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4.纳税信用等级为 M 级的新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是否可以申请留抵退税？ 

  答：退税要求的条件之一是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纳税信用等级为 M 级的纳

税人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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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条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2545&idx=1&sn=9f544440199fc0fbf521c7dd30e2920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2545&idx=1&sn=9f544440199fc0fbf521c7dd30e2920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7033&idx=1&sn=349525fb345520f4a286de62b0fd5be8&chksm=8864f94dbf13705bb240b116a82bec3d4b44b9d1f807b3e24e23870a4cb565adad0a3f13fee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37033&idx=1&sn=349525fb345520f4a286de62b0fd5be8&chksm=8864f94dbf13705bb240b116a82bec3d4b44b9d1f807b3e24e23870a4cb565adad0a3f13fee5&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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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纳税人申请留抵退税应以哪个时间的纳税信用等级确定纳税人是否符合条件？ 

  答：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申请留抵退税当期的纳税信用等级来判断是否符合规定条件。

如果在申请时符合规定条件，后来等级被调整为 C、D 级，税务机关不追缴已退税款。但

纳税人以后再次申请留抵退税时，如果信用等级为 C、D 级，则不能再次享受该政策。 

   

  6.为什么要限定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

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

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除外”，留抵退税按照刑法标准做了规范。 

   

  7.申请留抵退税的条件是什么？ 

  答：一共有五个条件。一是从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 6 个月增量留抵税额

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二是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三是申请退税前 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四是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五是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

未享受即征即退或先征后返（退）政策。 

 

（注：根据“84 号公告”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

税人，可以自 2019 年 7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1.增量留

抵税额大于零；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

上；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8.退税计算方面，进项构成比例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计算？ 

  答：进项构成比例，是指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

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计算时，需要将上述发票汇总后计

算所占的比重。 

 

  9.退税流程方面，为什么必须要在申报期内提出申请？ 

  答：留抵税额是个时点数，会随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每一期的申报情况发生变化，因

而提交留抵退税申请必须在申报期完成，以免对退税数额计算和后续核算产生影响。 

   

  10.申请留抵退税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若同时发生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

为，应如何申请退税？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办

理免抵退税后，仍符合留抵退税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也就是说要按照“先



     

44 

 

免抵退税，后留抵退税”的原则进行判断；同时，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

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1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如何进行核算？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相应调减当期留抵税额，并在申报

表和会计核算中予以反映。 

   

  12.加计抵减额可以申请留抵退税吗？ 

  答：加计抵减政策属于税收优惠，按照纳税人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 10%计算，用于抵

减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但加计抵减额并不是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从加计抵减额的形成机制

来看，加计抵减不会形成留抵税额，因而也不能申请留抵退税。 

   

  13.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中，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涉及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如何计算？ 

  答：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涉及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也适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

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80 号）规定，即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14.纳税人未实际取得即征即退税是否属于“未享受即征即退”，能否退还留抵税额？ 

  答：纳税人如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申请即征即退且符合政策规定，在 4 月 1 日后收

到退税款，属于“未享受即征即退”的纳税人，可以按规定申请退还留抵税额；纳税人在

2019 年 4 月 1 日后申请并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则不属于“未享受即征即退”。 

   

  15.如果即征即退企业（例如融资租赁企业）放弃享受即征即退政策，是否可以享受

留抵退税政策？ 

  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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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规定，可以申请留抵退税条件的纳税

人必须符合的条件包括“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因此，选择放弃享受即征即退政策，并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不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纳

税人，可以按上述规定享受留抵退税政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27241&idx=2&sn=6dac31cd816afca45f585113d06cfde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27241&idx=2&sn=6dac31cd816afca45f585113d06cfde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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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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